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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学院良好学风建设,促进本科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全方位检验当代大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本研究以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级财务管理专业学生2017-2018学年和2018-2019学年课程成绩及各班学风建设情况入手,运用统

计学基础方法,探究学风建设和课程成绩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表明,对于提高课程成绩来说,注重学习方式与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较打时间持

久战的效果更为显著；课程成绩和体育锻炼及上课出勤情况呈显著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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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新时代高校教育工作者,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至关重要
[1]
,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坚持“以人为本”
[2]
,将本科教学质量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

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和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是当今时代高校教

育工作的主旋律。高校多样化的第二课堂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生活
[3]
,而

第一课堂作为检验专业知识学习成效的标准之一,课程成绩可以直观的反

应高校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4]
。学风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5]
,更是学生成长成材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加强学风建设是促进大学

生文明素养养成的前提
[6]
,更是实现“三全育人”的坚实基础,是全面提升

本科教学质量的坚实后盾
[7]
。那么,学风建设和学生课程成绩是否存在必

然联系？ 

1 数据和方法 

以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级财务管理专业三个班级(财管

1701班、财管1702班和财管1703班)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各班学生

2017-2018学年和2018-2019学年两个学年的课程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对理

论知识掌握程度的因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与学习效果相关的自身

习惯、自身规划和周边环境等反应学风建设的变量。运用Pearson相关性

探究学生课程成绩和学风建设之间的关系。 

2 结果 

2.1各班课程成绩 

2017-2018和2018-2019学年三个班同一学年课程成绩进行比较发

现,2017-2018学年财管1702平均分(80.36±3.15)最高,2018-2019学年财

管1703平均分(80.31±7.26)最高,而两个学年平均分最低值均出现在财

管1701班(77.06±9.33；76.77±9.38)；且课程成绩的标准差在两个学年

中都表现出财管1701班最高、财管1702班最低的特点。2017-2018和

2018-2019两个学年三个班课程成绩最高分分别出现在财管1703班(88.82)

和财管1702班(93.28),最低分都出现在财管1701班(34.06和51.31)。财管

1701在两个学年中分别有2个学生考试平均分不及格,财管1702和财管

1703班在两个学年中课程平均分均未出现不及格现象。 

两个学年各班课程成绩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正态分布研究结果表明,

财管1702和财管1703两个班在2017-2018学年和2018-2019学年学生成绩

都相对较集中,而财管1701班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课程成绩都出现了明显

的左偏态现象,表明较该班平均分高的学生人数偏多,第二学年左偏态现

象趋势有所降低,全班整体成绩向趋于稳定的方向发展。财管1701班第一

学年课程成绩峰度值较高,而平均成绩却较低,陡峭的正态分布曲线表明

该班课程成绩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图1  两个学年各班课程成绩分布情况 

2.2各班学风建设情况 

学风建设问卷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问卷调查中问卷的设计,将问题分

为3类。第一类是和外在环境相关的,即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对专业知

识感兴趣的程度及班级学习氛围,这三个因子都表现出了一致的结果,财

管1702班较另外两个班更加积极。第二类是和自身发展规划相关的,财管

1702班的学生及早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超过79%的学生有短期或长期的

发展规划,60%以上的学生有明确的努力方向,90%以上的学生有继续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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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的打算。第三类是和学习态度相关的问题,财管1701班学生每天平均

学习时长超过8小时的比重最高,而该班级学生在遵守上课纪律(迟到、早

退、旷课)和注重课堂效率(上课认真做笔记)方面较另外两个班级的学生

做的差。表明对于提高课程成绩来说,注重学习方式与方法和提高学习效

率较打时间持久战的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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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风建设问卷结果 

2.3学风建设和课程成绩之间的关系 

Pearson相关性探究结果表明(如表1所示),影响学风建设的各因子之

间存在相关性,其中对所学专业感兴趣程度和继续读研深造计划呈显著正

相关性,而明确继续读研的目标又与既定短期学习目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关系。2017-2018学年课程成绩和体育锻炼及上课出勤情况(指的是问卷

中的迟到、早退和旷课)呈显著正相关性。 

表1  学风和课程成绩之间的关系 

 

3 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1)两个学各班级课程成绩对比表明,财管1702班学生课程成绩的标

准差、正态分布曲线中的偏度和峰度值都表明该班学生课程成绩分布更为

稳定且集中,而财管1701班学生课程成绩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正态分

布曲线出现了严重的偏态现象。 

(2)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和外在环境相关的3个因子及和自身发展规划

相关的3个因子具有高度一致性,财管1702班学生认为学习氛围浓厚和对

自身有合理规划的学生占比较另外两个班级高。财管1701班学生每天平均

学习时长较长的比例虽高,但在遵守课堂纪律和保证课堂效率方面做得较

另外两个班差。对于提高课程成绩来说,注重学习方式与方法和提高学习

效率较打时间持久战的效果更为显著。 

(3)课程成绩和体育锻炼及上课出勤情况呈显著正相关性。财管1702

班学生认为外在环境良好、自身发展规划明确和学习态度端正的占比都较

另外两个班级表现的更为突出,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优良学风,与该班级

学生课程成绩整体表现更为稳定和集中相一致。 

3.2讨论 

学风建设成效与学生课程成绩存在必然联系,对于提高课程成绩来说,

与打时间持久战相比较,注重方式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则更为重要,且课程

成绩和体育锻炼及上课出勤情况呈显著正相关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希

望广大青年学生在改进学习方法、提高自身能力上不断下功夫,注重体育

锻炼,以健康的体魄迎接每一个挑战,全方位将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各个

环节落到实处,为自己成长为21世纪“六有”新青年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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