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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主动性属于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果和成绩的非智力性因素,对于学习来说是一种推动作用。而根据相关研究表明：更加良好的

学习主动性能够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学习,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对促进学生进行更加深入且高效率的学习具有决定性因素。

然而对刚刚进入大学进行学习的大专护生来说,她们绝大多数人都存在害怕医院、医疗等相关工作的心理,这会降低其对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

归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生对医务工作的恐惧、对专业课不感兴趣、专业课理论性强,进度快,难以适应等。本篇文章通过对相关现象

的阐述,针对所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方法,以求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大专护生学习主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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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专护生学习主动性现状 

本文针对420例大专护生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个体

在学习意义感 (P=0.039<0.05)、学习主动性(P=0.006<0.01)上的得分显

著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党员在学习意义感、学习调整、学习主

动性的得分显著大于非党员(见表1)；曾获得学校争先创优的多种奖励学

生共计40例,而从未获得奖励的学生共计380例,针对两部分学生学习主动

性、学习意义感等相较而言,获得奖励学生学习主动性均显著优于未获得

奖励学生。 

表1  是否党员的个体在学习主动性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是否党员 N Mean Std. Deviation t P

学习归因

是 26 10.7692 2.47075 1.361 0.174

否 394 10.1041 2.41008

学习维度

是 26 16.8462 4.20183 0.791 0.430

否 394 16.1624 4.27479

学习效率感

是 26 9.4615 2.33634 1.487 0.138

否 394 8.6904 2.57519

学习意义感

是 26 12.2692 2.72114 2.746** 0.006

否 394 10.4873 3.21116

学习调整

是 26 13.4231 3.07471 2.594** 0.010

否 394 11.9010 2.88593

学习主动性

是 26 107.3462 16.75934 2.854** 0.005

否 394 99.4289 13.48418  

2 导致护生学习主动性不足原因分析 

学习主动性针对学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除可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工

作岗位、社会发展外,也可为学生迎接新社会挑战提供一定支持。然而实

际上,尚存在部分学生难以完成校园内基本课程学习,课外扩展知识少的

现象。学生在初入大学后,部分学生摆脱高考重压,经假期休息后,自身难

以调节为学习模式,无法进入学习状态,甚至存在沉迷网络游戏、对陌生学

习环境、生活环境不适应的现象,缺乏自信心,找不到自己在大学的奋斗目

标,自己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学生易产生迷茫无力感,影响学习主动性,导

致学习质量大幅度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1]
。 

3 提高大专护生学习主动性应对策略 

3.1调节学生心理,加强师生沟通 

良好、融洽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使学习以及教学过程稳

定且高效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班级的良好学风,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种

无形的力量,从而能够推动学生们为了班级荣誉而自觉努力学习。如果教

师具备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以及能与学生打成一片的教学风格,很大程度

上会受到学生的喜欢和尊敬。所以在教师进行教学时,应尽量保持饱满的

精神状态,并且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注意讲课语气,搭配丰富、有趣的艺术

语言,将教材内容混合其中,从而让学生理解教材当中的相关知识
[2]
。 

对于学生在学习乃至生活当中的引导工作,是老师们 为忽视的问

题。高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注重培养学生“先成人,后做事”的

意识。同时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工作也十分重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未免会

出现各类疑惑,而疑惑出现之时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引导,在解决学生疑

惑的同时使得学生快速构建自身的价值和知识体系
[3]
。 

知晓对学生的引导目标后就需要在方式上进行研究,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们的教学态度以及对学生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学生整堂课

的学习效率,甚至是否能喜欢这门课。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学生应

多鼓励、少批评,及时肯定和表扬,对每一位学生加以期待；不单单是学习

当中,在生活当中也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更完善的自我建设,帮助解决自身

难题、成为知心姐姐等,都会提升学生对学习以及生活的乐观程度。由此

一来,师生关系向好的同时,学生也会对教师抱以喜欢的态度,从而使学生

从对自己的许可,转化成自身学习的动力
[4]
。 

3.2丰富教学形式 

医学专业主要的特点是突出其医学和专业性,与初高中的纯理论性知

识不同的是,在内容上更有其创新以及新颖性。如果相关教师在上课过程

中结合教材当中的内容,从教学内容组织、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选择与

医学相关的实践知识进行结合,并注意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新颖性,很大程

度上会进一步增强学生们对于学习的主动性。比如,在学习碘酒消毒的过

程中,教师们通过对内在特点以及用途等方面,向学生们解释为什么护士

在进行静脉输液之前需要用碘酒进行消毒处理；通过对高低渗透压和等渗

溶液对血液当中红细胞的作用进行一定的解释,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在临床

输液以及清洗伤口的过程中需要用生理盐水。 

总的来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进行多模式的革新方法,主要可

以通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式等。注重培养学生自我思考的能

力,并通过课堂与教师交流讨论的方法进行探究,从而很大程度上能够使

得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思维碰撞达到极致,促进学生在自我思考、建立自身

思维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架构。通过更加有趣的提问、形

象的比喻以及实景联系等,进行更加适当的教学方式,这样一来可为学生

带来书本知识之外的新鲜感,从而很大程度上提升其求知欲,不断增加医

学方面的知识,保持一个长久高效的学习主动性；而在学习内容等相关方

面,要加强学生对相关作品的研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且能够适当补充

相关知识；转变教学和考核的方式,无需进行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课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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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验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次数,降低难度,并且在此基础上丰富考核的

相关形式,从而确保学生们能够极大程度迎合学校的教学制度
[5]
。 

3.3增加对学生的奖项设置 

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引导,不单单可以通过转变上课方式,改变教学

模式进行加强。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讲,对相关事物的专注程度或是学习

的努力程度,都需要通过事情完成的成果来表现,但学生们在整个学期的

学习成果只有在期末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够显现,可平时能一直专注于学习

的学生少之又少。为此,相关的教师可以通过增设多次、简单的课堂“考

核”,设定更多的奖项,对应奖项设置对应的奖品,从而 大程度上提升学

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满足其虚荣心。 

虚荣心作祟的学生们,会想尽办法在课堂上出风头,而特殊意义的“考

核”为他们的想法提供了土壤,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在课后和课前对相关知

识进行自我学习,以便能够在上课时体现她们的知识储备。长此以往,学生

们在尝到甜头之后就会愈加“过分”,学习主动性大大提升的同时还能使

课堂上的氛围越来越好。 

3.4增设学生干部岗位 

表2  是否学生干部个体在学习主动性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N Mean Std. Deviation F P

学习归因

校级 20 10.60 3.16

1.13 0.337

院级 6 10.66 1.86

班级 123 10.39 2.52

否 271 9.98 2.31

学习维度

校级 20 17.90 4.10

1.748 0.157

院级 6 14.33 3.44

班级 123 16.43 4.10

否 271 16.01 4.34

学习效率感

校级 20 9.10 2.44

0.534 0.66

院级 6 7.66 1.86

班级 123 8.81 2.12

否 271 8.70 2.76

学习意义感

校级 20 11.35 3.01

2.821

* 0.039

院级 6 8.16 2.04

班级 123 11.06 3.38

否 271 10.38 3.12

学习调整

校级 20 13.30 2.77

1.8 0.147

院级 6 10.66 2.65

班级 123 11.98 2.91

否 271 11.93 2.92

学习主动性

校级 20 107.70 13.74

4.156

** 0.006

院级 6 90.16 16.64

班级 123 101.38 13.57

否 271 98.89 13.63
 

教师可以通过增设干部岗位,提升学生对自身的约束能力以及对其他

学生的管控能力。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更多的岗位能够无形中赋予

学生责任和义务,从而在学习和生活当中时刻告诫自己,身处要职要以身

作则。对于此类解决方式,不单可以通过增设岗位来解决,还可以通过适当

“轮岗”来充分发挥出多岗位的优势。通过不同岗位不同人选的轮换,能

够让更多的普通学生体会到当干部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能够约束普通的学

生以及平时作风不好的学生的行为举止。 

在此我们对学习主动性在是否是学生干部这一因素下进行比对,研究

发现学生干部在学习意义感、学习主动性的得分显著大于非学生干部(见

表2)。 

3.5发展更多的党员,加强党性知识的宣传与学习 

与增设学生干部岗位如出一辙,提升学生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 有效

的方式是对其赋予更高的职责,通过发展党员数量,让更多的学生将成为

党员视为荣耀,从而极大程度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并通过学习证明自己的

能力。 

在此我们同时进行了学习主动性在是否党员这一因素下进行比对,研

究发现党员在学习意义感、学习调整、学习主动性的得分显著大于非党员

(见表1)。 

4 总结 

本研究在对护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梳理,并且通

过学生是否为学生干部、党员进行合理分析,从而知晓有效增添学生干部

数量和党员数量,能够很大程度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主动性。而对于如何

通过教师自身提高护生的学习能力,可使用的策略和方式有很多种,笔者

在上文也已做相关阐述,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改变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

量、改善教学氛围,深入了解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效率、

频率和深度等。提升包括大专护生在内的所有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不是

光靠嘴上说说就可以办到的,更多的是要通过学校、老师、学生甚至学生

家长,共同参与进来提升并改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教师在引导学生的过

程中只起到一部分作用的原因。综上所述,学生关于学习主动性的提升,

并不是一方或者双方就能起到作用的,需要多方协调才能有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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