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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主流教育理念。在学习方面,要做到“以学

生为中心”,首要工作就是尊重学生的需求。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学习需求的实证调查与研究,试图挖掘大

学生学习需求的特点,探究提升学习效果的对策,有助于发现影响大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因素,为激励大

学生有效学习提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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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has become the current mainstream education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erms of learning, to achieve "student-centered", the first work is to respec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hrough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learning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earning need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which helps to fi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to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stud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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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习需求是社会和教育的客观要求,

在学生头脑中的反映形成的学生对学习

的主观需要,[1]涉及到学习动机、学习兴

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习需求是导

致学生学习活动发生的 根本的原因。通

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可以看出目前大多

数的研究中,学习需求是从狭义上进行解

读的,指的是在学习活动中,特别是某一

课程中学生感到或表现出来的自身实际

水平与所期望的水平或理想水平之间的

差距。与此同时,“以学生为中心”教学

理念作为当前高等教育的主流教育理念,

其首要表现就是尊重学生的需求,而现有

的研究未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1 概念的界定 

无论是在心理学还是教育学中,需求均

是较为重要的概念。相对心理学将需求理解

为个体生存的必需,教育学多从个体发展的

角度,将需求看作是差距,正是个体发展所

需要弥补的这种差距促成了学习活动的进

行。[2]对于“以学生为中心”的定义,目前

比较权威的看法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

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3] 

综合以上概念,本文对“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生学习需求进行了定义,认为其基

本结构包括：(1)学生目前的学习现状及未

来的社会要求；(2)学习者为了有所得,而

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所应有的行为和投入

度；(3)学习者本人希望从学习过程中获得

的知识、能力和素质；(4)学生对学校提供

的学习支持系统(如：课程内容、教学形式、

师资、教学设备与环境等)的感受及满足

度。定义以学生当前发展状态为基础,以促

进学生发展为目的,考虑了学生发展过程

中的内外部环境影响,是比较全面的。 

2 民办高校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研究过程与方法 

需求分析属于实证的调查与研究。研

究主要通过问卷调研和质性访谈两种方

式开展研究。 

2.1我们依据“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生需求的定义,将其基本结构设计为待测

量因素,根据操作性定义设计调研条目并

筛选已有文献中的测验材料,编制由5个

分量表150个条目组合的《2020年学习需

求问卷》。调研问卷进行初测、筛选、整

理,之后请有关专家对项目的结构效度和

内容效度再次进行分析论证, 终形成65

个题目的 终问卷,问题的选项在设计中

包括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根据表1的结果表明,总量表的α系

数达到0.737,分量表的α系数也在

0.669-0.983之间,说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2.2数据处理及现状分析。研究数据

采用西安民办高校学生问卷6963份。研

究采用SPSS21.0进行数据统计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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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学生群体在

学习需求方面的差异。 

表1 大学生学习需求问卷的信度分析 

分量表 项目数量 克伦巴赫 a 系数

学习现状 16 .817

期待和社会要求 12 .936

行为和投入 7 .669

学习支持系统 30 .983

总量表 65 .737
 

表2  在校学生学习需求的性别差异结果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t

学习现状
男 1.74 .36 -15.29*

**女 1.86 .28

期待和社会要

求

男 2.29 .40
9.97***

女 2.20 .38

行为和投入
男 1.60 .30

9.44***
女 1.53 .28

学习支持系统
男 4.25 .72

4.87***
女 4.17 .68  

(*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 

根据表2的结果表明,学习需求存在

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高于女生。 

根据表3的结果显示,学习现状、行

为和投入存在极其显著差异(p＜0.001),

期待和社会要求存在差异(p＜0.05)。学

习现状、行为和投入、学习支持系统中

排名后51%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应重视,期

待和社会要求中排名前25%和26%-50%的

学生的学习需求应重视。 

2.3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需求的质性

研究。通过问卷调研考察了西安市民办高

校大学生学习需求的现状,但这些量化的

研究数据只能了解大学生学习需求的一些

总体概况,无法获得其具体细致的资料。因

此,课题组还通过质性访谈的方法对30名

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挖掘大学生学习需

求的特点,探究提升学习效果的对策。访谈

中特别注重了各成绩段学生的对比分析。 

2.4结论。根据表4的结果显示,分析

在校生对大学学习各类感受的低分项目,

提取学生学习需求的具体内容,在大学

学习中学生学习动力、对学习的满足感

和专业学习的学习兴趣存在不足；学生

认为教师提供真实或仿真职场环境体验/

实践学习,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除考试外,要求学生提交调研报告等以及

课程评分不采用传统考试,基于学生课堂

参与、小论文、课堂研究展示等程度有限；

学生有学生奖助类的评定、专业转换制

度、学生自助科研的支持的需求。 

此外,排在前三位的能力培养需求

分别是：11.95%的学生希望学校培养团

队合作能力；10.62%的学生希望学校培

养外语沟通能力；10.30%的学生希望学

校培养审辨思维能力。 

3 结语 

3.1本研究的被试选取有一定的局

限性：首先,大学生的被试选择局限于某

一区域,结果的推广受到一定的限制；其

次,随着研究的深入,被试人数偏少,学

习需求的个性化差异无法显现出来。 

3.2同样的外部条件下,确造就了不

同学习水平的大学生。那么大学阶段对

于学生成长成才的着力点也是需要细致

探究的一大课题。 

目前学者们对“需求”的理解不一致,

导致对学生的“学习需求”的界定也各有

侧重。虽然研究中力图采用定量化的方式

进行研究,但需求本身的主观性较强,而

且会随着学生自身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因

此,研究的可提升度还很多,期待有更多

的学者关注广义领域上学习需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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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校生学习需求的专业排名差异结果

专业排名 均值 标准差 F

学习现状

前 25% 1.72 .35

136.46***26%-50%

后 51%

1.83

1.86

.30

.29

期待和社会要求

前 25% 2.26 .40

4.71*26%-50%

后 51%

2.26

2.22

.38

.39

行为和投入

前 25% 1.44 .27

672.90***26%-50%

后 51%

1.51

1.69

.27

.26

学习支持系统

前 25% 4.19 .71

2.8826%-50%

后 51%

4.20

4.23

.70

.68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表 4 在校生对大学学习的各类感受

分类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对大学学习的

感受

我从学习中得到很大满足 3.85 0.93 0.87

课堂学习经常触发我对学科专业的学习兴趣 3.85 0.95 0.89

我很有动力去学习 3.82 0.94 0.89

对教学行为的

感受

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4.19 0.87 0.75

除考试外,要求学生提交调研报告等 4.19 0.88 0.77

提供真实或仿真职场环境体验/实践学习 4.13 0.91 0.83

课程评分不采用传统考试,基于学生课堂参与、小论

文、课堂研究展示等
4.19 0.82 0.69

对学习支持系

统的感受

学生自助科研的支持(如经费或教师指导) 4.06 0.97 0.93

学生奖助类的评定 4.00 0.99 0.99

专业转换制度 4.05 0.95 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