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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三代领导人一贯重视高校的学风建设。 

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具有培 

养人才、知识创新功能的大学，应成为全社会学习的 

重要基地、示范区和辐射源。目前，高校学风建设出 

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新矛盾。认真研究新时期 

高校学风建设的特点、难点及其对策，对于进一步增 

强高校学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培养高素 

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高校学风建设的主要特点 

学风是思想作风和道德情操在学习上的具体体 

他们讲清道理，并尽可能帮助他们克服暂时出现的 

实际困难。还应采取有力措施，通过脱产培训、在岗 

半脱产培训、结台考工定级培训、自学等方式大力提 

高后勤人员的文化业务素质。 

3．加强党对后勤社会化改革思想政治工作的 

领导。高校后勤社会化是项牵动面很广又关系到支 

持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能否顺利进行的新问 

题。加强党对后勤社会化及其在实施过程中的思想 

政治工作的领导，是这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取得成 

功的关键。首先，高校党委在制定后勤改革和发展 

计划的同时，要制定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计划，并 

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抓好这项工 

作。在总体部署和工作方法上，要坚持思想政治工 

作方案到位：重点工作开展之前，宣传发动工作到 

位；工作开展的进程中，检察监督工作到位；阶段工 

作结束后，总结评比奖惩到位。其次，要扩大后勤社 

会化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中 

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党组织要做，行政要做，基层 

工会和共青团也要做；干部要做，党团员要做，群众 

骨干也要做。在各方面配合下，通过全方位、强有力 

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后勤社会化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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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表现为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等。学风 

建设是高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建设。其主要特点 

是： 

1．学风状况变动性较大。近二十年高校学风 

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 

至八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大学生大都勤 

奋学习，学风最好。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初受“全民 

经商”的影响，学风滑坡。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中期 

至现在。随着知识升值，许多学生刻苦学习，但严峻 

的就业形势和就业中的不平等竞争，使许多学生感 

到困惑、迷茫，此时学风良莠不齐。 

2．两极分化明显。一是名牌高校综合优势明 

显 ，笃学之风盛行 ，而一般高校只能一般维持。二是 

专业紧俏 、就业走俏的高校以就业为杠杆带动学风 

建设，学生的专业思想较牢固；而专业饱和毕业生就 

业困难的高校学风建设较差。三是在一般高校 ，好 

学和好玩的学生都有一定比例。我们最近对 2000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57_8％的学生有明确的学 

习目标，25％的学生无所谓，90％的学生 曾经“逃 

课”，18％的学生每周去舞厅、录像厅三次以上，或在 

电脑房打游戏超过 30小时。 

3．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加深。就许多学生而言， 

进大学的理想和大学的现状差距较大。去年，北京 

市组织专家对60所在京高校课堂教学进行调查，专 

家和学生反映最不满意的就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落后，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专业选择上 

的限制，许多学生往往学非所愿、学非所长。大学生 

背后耀眼的光环被四处求职的尴尬所代替，社会优 

越感受到挑战，心理反差较大。 

4．个人功利色彩趋浓。学生缴费上学和自主 

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的实施，增强了学生的自 

主意识、竞争意识等，同时，个人功利色彩也趋浓。 

首先，在学习的目的上，较多地追求个人实际利益。 

据调查，学生在学习的第一目的选择上，谋求理想职 

业、获取文凭、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报答父母分别占 

34％、11．6％、11．3％、9．7％，均高于报效祖国的选 

择。其次，在业务学习上，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 

重专业知识、轻政治理论；重专业证书(如英语、计算 

机过级证书)，轻基础知识。 

二、目前高校学风建设的难点 

1．思想认识上的误 区。教师普遍存在重教轻 

学的倾向。管教不管学，以教代学的现象随处可见。 

也有的教师认为既管教 、叉管学，会束缚学生个性的 

发展。据我们调查，有 87．3％的学生希望获得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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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方法上的指导，但实际上只有 10 6％的教师 

做了这方面工作。另外，有86．6％的学生认为课程 

内容枯燥乏味，教师上课质量差是影响学生学习的 

主要固素，以致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爱学习、不会学 

习、不良学习，造成了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 

2．教学改革滞后。由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耗 

时耗力较多，扩招和创收的压力比较大，许多高校最 

具影响的教学改革并未深入展开，教学的中心地位 

并未真正确立，教学质量有滑坡之虞。许多教师上 

课主要还是一本书、一张嘴、一支粉笔，“一言堂、满 

堂灌”。 

3．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知识升值、教授升值，“读 

书无用论”明显收敛。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值得 

警觉。例如原本属于社会经济生活范畴的等价交换 

原则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另外，受市场经济的多 

元利益驱动，许多教师和学生心态浮躁，难耐寂寞。 

4．学风建设机制的弱化 这是高校学风建设 

未获大的进展的根本原因 对这项工作一方面许多 

领导想起来才抓，想不起来就不抓，或想到什么就抓 

什么，或因领导的调换而改变，不能始终“聚焦”。另 
一 方面由于管理上的条块分割，许多高校的学风建 

设往往由职能部门孤军奋战，零打碎敲，形不成整体 

效应和持久效应。 

三、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对策 

在全方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高校必须以学 

兴校，大力弘扬传统的优良学风，正视学风建设中的 

问题，不断开拓学风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 

真正使高校成为神圣的学习殿堂。 

1．以转变观念为先导，确立有利于学生终身学 

习的思想 终身学习是充满竞争的现代人最重要最 

明智的选择。为了对学生的终身学习负责，必须以 

转变观念为先导，带动相应工作的开展。1．教师和 

学生的关系：平等、服务。教师并不是真理的化身， 

只是学生探索真理的领路人。由于受“师道尊严”的 

影响，许多教师习惯于“我说你听”的思维方式，学生 

往往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事实证明，只有在师生 

平等状态下，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另外，教师要 

增强服务意识。学生是学校教育的最重要消费者。 

教师必须以舔犊之情，为学生提供高层次、全方位的 

服务。2．把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 

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以学 

习为中心的现代教学观念；把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 

养的观念转变为既重视知识传授，又重视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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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素质教育的观念。教师必须通过 自已有限的 

教学，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 

础。3．由只学不问转变为既学又闯。现代学生只 

学不问，以学代问的现象相当普遍。好多发明创造 

往往始于问题，问题始于质疑。要创设各种情境，鼓 

励学生畅所欲言，大胆质疑，大胆创新。 

2．以瓠教师学风、教风建设为切八点，发挥教 

师的主导作用。抓学生学风，首先要抓教师的学风 

和教风。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加 

大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真正建立一种能上能 

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拉大分配差距，教师的待 

遇与教学实绩挂钩。整饬教学秩序，强化、细化、量 

化教师的工作规范，组织学生评教评学，让学生选教 

师、教师挂牌上课，促使教师用心冶学治教 要适当 

安排学养深厚的教授给本科生上公共基础课，一方 

面对年轻教师发挥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较早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人科学研究的大门。 

3．以教学改革为核 ，唱响教学主旋律 高校 

要坚持教学的中心地位不能动摇，抓住高校外部环 

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教学改革 1．课 

程体系改革要突出主干，有枝有蔓。要处理好显性 

课程与隐性课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理论课程与 

实践课程的关系，对于工科院校，尤其要加强实践性 

教学环节。2．教材改革要坚持综合性、多样化。要 

努力扩大教材的物化形式和媒体品种，加太音像教 

材和电子教材的建设力度。要积极编写高水平的学 

习型教材，适当介绍背景资料、前景展望以及学习和 

研究方法等，为学生的自学 、研究创造有利条件。3． 

课堂教学过程的改革，重在学生参与。积极鼓励学 

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把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 

的容器变为主动学习的探索者。要适当开设学习 

型、研究型的课程，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必趣。教 

师要努力让学生“课伊始，趣已生；课正行 ，趣正浓； 

课已毕，趣犹存。” 

4．以机制创新为关键，构建学风建设工作运行 

机制。构建规范有序、运作有力的学风建设工作运 

行机制，是学风建设的治本之举，要根据学风建设的 

特点，太胆创新。从学风建设要求的全局性特点出 

发，构建组织领导机制；从学风建设对象的群众性特 

点出发，构建全员参与机制；从学风建设任务的长期 

性特点出发，构建目标管理机制；从学风建设过程的 

渐进性特点出发，构建全面创新机制；从学风建设目 

标的先进性特点出发，构建竞争激励机制；从学风建 

设方法的务实性特点出发，构建监督约束机制；从学 

风建设方针的建设性特点出发，构建综合保障机制。 

其中组织领导机制和全员参与机制是前提，目标管 

理机制是基础，全面创新机制是关键，竞争激励机制 

是核心．监督约束机制和综合保障机制是保证。 

5．以较西文化建设为基础，营造浓郁的学习氛 

围 学风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学风建 

设有赖于校园文化的浸润、薰陶，而校园文化建设离 

开学风建设的支撵，也就失去应有的品位和风格。 

据北京市几所高校内部调查，有6O％的大学生认为 

校园文化开始走向世俗”，有 4O％的学生认为当前 

校园文化品位不高。要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营 

造浓郁的学习氛围 1．在主干道 、重要活动场所、 

景点等设置科学家的雕塑、名人名言宣传牌 2 适 

当组织教师和学生的课外交流。3．组织便于学生 

参与的学术活动。鼓励学生“独出心裁”，宽容失败。 

四、深入开展创建优良学风活动，树立典型，鞭策后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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