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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风学风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改进策略研究 

——以武汉商学院为例
1
 

吴捷 

(武汉商学院，湖北武汉 430056) 

【摘 要】：“高校教风学风建设十分重要”这句话为每一位高校教育工作者所熟知。而抱着“混个文凭”的想法，

放纵自我的学生却不再是个别案例。由此看，高校教风学风建设似乎又成了部分高校的痛点。以武汉商学院为例，

就高校教风学风建设问题展开探讨。如何抓住高校教风学风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如何能让学生正视大学教育的意

义，以学促建，以建助学，是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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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风学风建设是高校的常规工作，也是重点工作。良好的教风学风能促进高校良性运转，能帮助学生和教师规束自我、提

升自我。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将其独树一帜的良好风气打造成该校引以为傲的“隐形”招牌。毫不夸张的说，良好的教风学风

能成为泽福每一位学生与教师的终身财富。 

然而现状不尽如人意。课堂成了最佳的补觉地点;宿舍成了电子竞技的演武场亦或是偶像剧与青春文学的演播室；上一次走

进图书馆已不知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如果有一个“重要性排行榜”，恐怕娱乐活动、社团活动甚至恋爱都将远远超越学习位

列前三甲。与此同时，似乎老师们在课堂上自说自话成了常态，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都不能对症下药，总有学生游离于“学习”

之外。 

不禁要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责怪过度发展的信息时代？是否应该责怪迅速崛起的娱乐产业？是否应该归咎

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 

1 学风建设的影响因素 

本文就学风建设问题，对武汉商学院的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武汉商学院是 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原专科院校的基础上建

立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是湖北省第一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即使近年来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不少成就，似乎也没能转变

部分学生的学习态度，即使学校层面推出不少教风学风建设措施，学习态度的两极分化问题依然存在。本人认为以武汉商学院

为例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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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卷调查随机发放，共收回答卷 159 份。其中，对自己当前学习状态“非常满意”的学生只有 4.4%，表示“满意”的

占 22. 01%，大多数同学表示“感觉一般”，占了 53. 46% ；关于自主学习的情况：每天都会上自习的学生占 25. 79 %，从不

上自习的学生也达到了 16. 35%，而其中占比最高的选项是“视心情、身体状况、有无其他安排而定”，达到 31. 45%。 

通过这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对自己在校期间的首要任务其实是有清晰的认识的，学生知道、也有能力评

价自己是否真的脚踏实地的完成了学习任务。通过比较问卷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得出了这一结论：有七成的学生表示应为了自己

的前途和未来努力学习。但是我们看得出“认识到”并不等于“真正做到”，似乎有一个中间环节破坏了学生从“理想”到达“现

实”的通道，这些破坏者不仅仅有各种娱乐活动，甚至还包括“心情”和“有无其他安排”，足见学习地位之卑微。 

当被问及“学习效率不髙的主要原因”时，同学们还是将问题归咎于自身。在所有这些原因中“自控能力较差，没有良好

的学习习惯”达到了 81. 13%;位居二、三位的原因是“基础较差”和“学习心理压力大、对学习没信心”；相反，“学习状态良

好”的只占到了 12.58%。由此本文得出初步结论：自控能力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是学风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您对大学学习持何种看法”这一问题上，得到的结果确在意料之外：只有 21. 38%的同学认为“课业非常重要”，68. 55%

的同学则选择了“主要学习做人，锻炼学习以外的综合能力”，预想中的高分答案“不挂科”只有 6人勾选。由此可见，同学们

似乎在学习目标的设置上出现了偏差。本人以及不少高校教师认为大学阶段是授学生以“渔”重要过“鱼”，可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将“知识的汲取”以及“汲取方法”放在前两位的。 

就这一调查结果而言，大部分学生似乎选择了第三条人生道路——靠情商吃饭，而非专业能力。我认为这一认知上的偏差

不仅仅对学风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后果也相当严重：学生似乎认为，立足于社会的能力并非靠一技之长，而是靠察言观

色之能。 

综上所述，在对学风建设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以下问题： 

（1）学生清楚的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是自我约束能力差使这个重要性大打折扣。 

（2）在学习目标的设立上，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学生认为获取其他能力比学习知识或是习得自学能力更重要。 

2 教风建设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武汉商学院就教风的建设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比如采取“新进教师助教制度”，用“以老带新”的方式传承教学

技艺和教学方法；开展教学质量月活动，通过微课比赛、教案比赛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学环节上，对课堂提出高标准、

对教学质量提出严要求；在科研上，加大力度奖励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师等等。 

这一系列措施帮助教师正视自己所处的教师岗位、敬畏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帮助教师进一步规范各个教学环节，帮

助教师提升科研能力、促进科研发展。得益于此，武汉商学院在教风建设上取得了大步伐的成就。然而，我们依然不能忽视一

些依然存在的问题。 

首先，师生间缺乏交流。在学风问题的调查问卷中，36. 48%的学生表示自己“很想和老师沟通，但不好意思开口或主动联

系”，24. 53%的学生表示自己从来不和老师沟通。本人认为出现这一现象，责任还在教师。大学生在年龄上虽已成年，在心理

上实则还“未成年”。比如在课堂上，即使知道答案，也很少有学生愿意举手回答，他们的顾虑很多：不喜欢成为课堂上的焦点，

不喜欢老师审视的目光，甚至是害怕答错被嘲笑。这些顾虑不成熟却又普遍存在，是这个年龄段难以改变的特点。因此，教师

应担起交流的主导任务，校方则应提供方便交流的平台。这种交流平台应采用座谈会以外的形式，最好能做到一对一，点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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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最好能为学生开通“匿名”选项，这无疑是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学校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其次，高校在帮助学生设置目标上有缺位。上文已经发现学生中存在轻看学习能力，重视其他综合能力的问题，个人认为

学校的引导还不够。重视其他能力并没有错，但是想要立足于社会，个人的知识体系、技能专长和学习能力才是基石，没有这

些基石，再会为人处世也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知，多半来自于社会不良风气和一些所谓“成功

人士”的“成功学说”。因此高校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上仍任重而道远。 

最后,对教师严而对学生宽。武汉商学院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对教师“严以律己”，课堂上、考场上都对老师制定了严格的

标准、提高了要求并加强了监督力度。而对真正应该参与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却“宽以律人”。学生迟到、早退和旷课行为约束不

利、惩戒不严，考试作弊、挂科惩罚力度疲软，由此助长了一股歪风邪气——反正期末考试、补考、重修总有一个能过，何必

花力气学习。从此恶性循环，对学风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也额外占用教学资源，影响教师精力，对教风建设产生了副作用。 

3 教风学风建设问题的解决措施 

教风学风问题应引起高校的足够重视，应引起全体教师的足够重视，应把“以学生为中心”作为教风学风建设的首要宗旨。

对上述问题，拟提出以下解决措施： 

首先，应帮助学生设立目标。以学生为中心设立正确的目标是首要任务，它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同临近考试了，会加

紧一切时间学习，想方设法通过考试一样，设立的目标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让学生心无旁骛，一心想达成目标，在目标的引

导下自控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帮助设立目标说起来容易，要达成确有难度。就目标本身而言，既要有长远的规划，又要有一个

个小的计划，规划与计划间如何构成，如何得以互相支持，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如何和各种专业相结合，如何保证目标的及

时修正以及目标达成后的及时激励，还有待研究。 

其次，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加大惩罚力度。学生被“到大学就自由了”的思想赊毒已久，没有意识到一时的自由是在消费

未来，不知道真正的自由应以自律为准绳。高校采取“放养”式的教学模式是建立在对学生已经成年的充分信任之上的，那么

在学习的成果上我们同样应强调成年人的担当问题。因此，高校应该让学生及时承担没有好好学习的责任，而不是敷衍了事直

到让社会来验收，为时晚矣。高校应制定严格的纪律，并确保实施，对作弊、挂科采取严厉的态度，加强过程监督和成果验收。

相信通过严厉的处罚，能以倒逼的方法帮助学生“逼”自己一把。2018年 6月 21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成都表示：对大学生

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这意味着多年来备受争议的中国大学“严进宽出”的现象或将改变。 

最后，应该提供符合学生特点的交流平台。目前，为了解决课堂上学生不敢参与交流的问题，类似“匿名互动墙”的应用

程序应运而生。在课堂上学生登录该应用网页平台，将自己的答案匿名发送至该平台，答案实时更新，教师可以将所有答案通

过该应用网页投影呈现给全班阅读观看。这种方法既能加强互动，又保护了学生的心理。完全可以将这一理念和技术运用于课

后交流，站在学生的角度，打造轻松自由的师生探讨互动平台，在学生的背后推一把，让学生敢于问，乐于问，积极问，也让

老师有地方答，有时间答，有机会答。 

随着时代发展，高校教风学风建设面临新挑战。高校应转变传统教学模式，转“以教师教授为主”为“以学生主动学为中

心”。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学习习惯，抵御生活中的重重诱惑；帮助学生合理规划学生生涯甚至工作生涯；帮助树立学习信心；

应更多的开展引导活动，邀请专家学者走进校园分享人生经历，推送学生走出校园发现自己的差距与闪光点；加大惩罚力度，

强迫学生走出短暂的舒适圈;加大硬件设施建设，构建师生交流平台，帮助学生及时解决问题。 

拔类超群的教风和学风是一所学校得以全速前进的快马，是每一位学生约束自我的悬梁剌股，是每一位教师精益求精的久

经岁月的沉淀，也应成为每一所高校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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