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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风建设是高职院校育人成才的有效途径和基础保障,也是助力“双高”建设的核心工程。本

文通过探索分析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路径,“硬件+软件”结合,双管齐下,引导学生从“我不学、要我学”

向“我要学”转变,从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达到育人、成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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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basic guarante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talents, as well as the core project of “Double High”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through exploring 

and analyzing th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we guide students to change from “I don’t learn, want me to learn” to “I want to learn”, so as to 

create a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achieve the cultivation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becom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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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是学生成长和成

才的基础保障,一直以来高校肩负着为

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培养一批又一

批优秀的人才的重任,而人才的培养,究

其根本更重要的还是要掌握知识、学会学

习的能力并且能加以运用,故而学风建设

对高校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和培养有着

至关重要的意义。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更是需要扎实的学风建设

作为基础,而“双高”建设的初心和成果

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设良好的学风,培

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学生生

源、入学形式以及能力素质会有很大的

不同,还有些同学因为高考失利、民办本

科院校学费昂贵等问题选择来到高职院

校,学生存在自我评价不高、学习效能感

低,自律性不高、没有学习目标、学习方

法不当等不利因素,导致学风建设成果

不显著,学风建设的难度也较大。故而切

实加强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提升学风建设的成效是高职院校“双高”

建设工作的基础保障,同时也是高职院

校培养人才、持续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 

1 当前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存在

的问题  

1.1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主动性有

待加强 

由于高职院校生源及学生能力素质

的差异,一部分学生因高考失利或是因

民办院校高昂的学费而被迫选择来到高

职院校,不是自己的理想院校,在入学时

就存在一定的消极懈怠心态。一部分学

生成绩不理想,高考分数不高,对学习缺

乏系统的认识和规划,来到高职院校后

没有摆正心态。来到大学后,学习环境的

变化和学校管理的差异,由于没有明确

的学习目标,缺乏学习动力,进而养成了

消极的学习态度和习惯[1]。课堂上涌现

出大批的“低头族”、“缺勤大户”等不

良现象,对手机的热爱远超过于对课堂

知识的学习和关注,学习的主动性较低。 

1.2自律能力不够,学习方法需要有

效指导 

来到大学后,学习和生活环境变得

相对宽松,学习和活动的参与更多的是

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是高职院校

一部分学生自律性较低,一方面,课堂上

不能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课后回到宿

舍,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有集体组队

打游戏,但很少有组队学习的情况,故而

宿舍没有学习氛围可言。另一方面,授课

风格和学习进度较以往中学时代有很大

的区别,很多同学不能及时转变思维模

式和学习方法,导致对学习内容听不懂、

不感兴趣、跟不上老师的节奏等不利于

学风建设的情况,因此,在学习方式和方

法上需要及时转变和有效的引导。 

1.3职业技能学习不强,职业发展较

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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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动机和目标

的缺乏,导致学生对职业技能的学习也

缺乏主动性,与此同时对自身发展和职

业规划不明确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对职

业技能的学习也相应缺乏一定的主动性,

故而造成不能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对专

业技能也不够精通的局面[2]；此外,因为

思维模式及学习方法没有及时的转变,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意识相对薄

弱, 在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

能很好的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动学

习意识的欠缺、职业技能的学习不够深

入,很多学生不清楚自身未来的就业方

向和定位,对自身未来职业的发展较为

迷茫。 

1.4学风建设体系薄弱,育人成效不

显著 

学风建设体系需要学校自上而下、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参与和配合,现实中

很多高职院校学风建设体系并不完善,

教学和管理的不同步,甚至是泾渭分明,

辅导员、班主任抓管理,专业教师负责教

学等现象。而现实情况下,学校学院是否

关注到辅导员班主任是否在学生管理上

积极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风学纪,任

课老师是否能够执行课堂的考勤制度、严

肃课堂纪律、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等

情况,更多的是关注到学生成绩的不理

想、课堂学习氛围不浓厚以及学生旷课

缺勤等现象,对于该现象后的深层次原

因并没有过多的起思考,忽视了学生成

长的内在规律,口号上严抓狠抓学风学

纪,但是实际开展学风建设的活动却形

式单一,枯燥无味,如点名、开会、处分

等举措,学生只是迫于无奈接受,没有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造成学风建设难

开展、育人成效不显著的局面。 

2 “双高”背景下学风建设的

重要意义 

2.1加强学风建设有利于促进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 

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是为培养和输送

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基础工程,也是高

职院校发展和学生成长成才的永久工

程。但是学风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也不

是简单的以制度为约束就能完成,需要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配合与努力。 

按照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基本情况,

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学生结构层次的多元

化的现状,就广东省而言,高职院校的录

取方式有春季高考、自主招生、竞赛获

奖以及普高等多种方式入学,但大多院

校还是以普高考试升学的学生为主,和

本科院校比起来,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学

习成绩普遍不理想,学习效能感偏低,学

习兴趣不高等情况。来到大学以后,学校

管理模式的变化,轻松的氛围但是制度

的严格等使得自我管理能力较低的学生

产生较强的抵触心理,同时长时间养成

的不良习惯,如上课迟到、早退、玩游戏、

睡觉甚至是无故旷课等不良行为,更有

甚者一些学生会出现自卑、人际交往障

碍、抑郁等心理问题,严重影响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3]。 

2.2加强学风建设有利于推进高职

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唯有加强学风建设,才能推进“高水

平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只

有一流的学风和校风才能有效助力双高

院校的申报和建设,高职院校教育教学

改革主要目的是更好培养学生成为专业

性人才,同时也是为了加强老师们教育

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不管是传

统教学模式还是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及产

教融合的“三教改革”都需要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基础。当

前很多高职院校采取学分制的目标导向

教学模式,一些课程的学习是学生在先

线上完成相应的学习、作业以及考试,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和宽松,导致学

生没有真正学到知识,甚至是出现因自

律性差完成不了学习和考试的任务出现

挂科重修等现象,使得学校额教育教学

改革步伐缓慢,成效甚微,因此要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引导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授科学有效的

学习方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建设良

好的学风和校风才能够有利于学校的教

育教学改革。 

2.3加强学风建设有利于高职院校

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技能型、应用型

人才,学生毕业后大多工作在各行各业

的一线,行业要求和职业定位也明确了

高职院校毕业生应有的能力素质和职业

素养。当前高职院积极探索校产教融合,

根据企业的需求,学生发展的特点制定

培养目标,而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学生大

学里的认真学习和综合素质的锻炼,当

前时代背景下,各层次的人才的培养,关

键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故而积

极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培养自主学

习的能力、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学风建

设是高职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

与核心[4]。 

3 加强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

措施 

3.1把好“硬件”关,规范管理制度,

形成教育合力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一流大

学须有一流学风》中明确提出,要从严治

学,以推动形成良好的学风；要建章立制,

以形成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5]。故而高

职院校在制度建设上要统筹规划,规范

制度建设,明确责任机制,促进学校教学

的规范化。 

首先,应明确学校教育教学的责任

落实与制度保障,制定各部门通力合作、

齐抓共管的育人工作机制；依据学校育

人理念,制定教学管理标准,深化教改、

教法以及课程建设方面的改革与建设工

作。其次,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

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断改革教育

教学模式,形成育人合力；根据国家社会

的发展、企业用工需求等因素不断优化

学院的专业结构设置,制定科学可实施

性的培养目标及方案,创新教育教学的

方法和手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学

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创业的能

力。再次,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加强学风学

纪、考风考纪教育,树立规矩意识,积极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刻苦学习,做品

学兼优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后,坚持

和完善领导听课制度、教学督导制度、学

生评教议教制度、考试管理制度等[6],

以制度为基本规范,客观环境督促学生

遵规守矩,形成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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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铺好“软件”路,以学生为主体,

创新教育教学服务模式 

3.2.1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学阵地主要还是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上,教师发挥着

主导作用,教师的教学质量对学生学习

兴趣的培养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学校应加强师资

培训,“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不断

加强师资培训的力度,强化育人源头；另

一方面,教师应在研究学生的基础上因

材施教,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教

学的质量。第一,课前认真备课,做好课

程的教学设计。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组织

好教学的材料,研究个章节的教学难点

和重点,做好课堂教学知识的内涵和外

延,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第二、课堂上,

保持良好的授课的状态。一方面要关注

学生的听课状态,讲授严谨正确的教学

内容,采取学生喜欢的授课方式,提升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应关注课堂纪

律的管理,及时考勤,清楚学生的出勤动

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第三,课后及

时反思,总基经验,不断升华。教师要根

据学生上课的状态和出现的问题,课下

认真思考,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方

法,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和质量。 

3.2.2联动第二课堂,激发学习动机 

学风建设的阻碍之一就是学生对学

习不感兴趣,学习动机较低,目标不明确,

故而学习动机的激发对于高职院校学风

建设尤为重要,而第二课堂具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等特点,能够有

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

动机,从“我不学、要我学”到“我要学”

的转变。充分联动“以赛促学”的第二

课堂教育作用,如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信息技术学院“创客空间”,对于各类

竞赛知识的宣传,通过组织参加“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软件杯、蓝桥杯”等

专业比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

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发挥学生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引导学生向“我要学”转变,

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素质。以社团为载体,

积极组织各类竞赛实践活动,激发学习

兴趣,引导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营

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促进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 

此外,还可以通过设计贴近学生、寓

教于乐、丰富多彩的学风建设主题活动,

通过思想引领、价值导向为目标,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如通过评

选“优良学风班”、“美丽宿舍”、“十佳

团支部”等活动,提高班级的凝聚力,以

良好的集体氛围提升学风建设；成立“学

生互助团队”如：学习兴趣小组、朋辈

小老师、晨读小分队、学习帮扶小组等

定期开展学习与交流,组建学生自主学

习的阵营。 

4 结语 

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

但是学风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全

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各部门之间需通

力合作,为学校学风学纪建设添砖加瓦。

本文通过“软件+硬件”结合的方式探究

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路径,一方面通过

规范学校管理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坚

持以学生为本,创新教育教学服务模式,

以期为“双高”背景下学风建设、良好

学习氛围的营造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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