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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周报 

（学生自主学习调查） 

自主学习能力的高低，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能

否适应当前学习环境，能够积极主动开展学习，能否达到预定

学习目标，更对个体最终的学习效果及学习成绩起到决定作用。

医学院校课程设置较为紧密，学习强度较大，授课教师往往难

以对医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加以关注及指导。 

教评中心组织大学生教学信息员对自主学习能力情况进行

了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有利于掌握医学生自主学习现状

及差异，为有针对性开展基础医学课程整合、混合式教学等教

育教学改革工作提供相关支持。 

一、调查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21-2022学年学校教学信息员。问卷共 21题，

涉及学生基本情况、学习情况（动机、策略等）二个部分。调查

方式为网上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21 份。 

二、结果与分析 

（一）学情分析 

此次调查学生专业和年级分布情况如下： 

表 1：学生基本情况 

 

 

 

 

 

 



 

大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周报 

 

2 

 

（二）学生学习动机、专业认同分析 

调查显示：不同年级学生对专业认同情况存在差异。大一到

大四，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对专业认同度逐渐下降。 

表 2：不同年级学生专业认同情况比较 

 

 

 

 

 

 

 

 

 

 

 

 

 

图 1：不同年级学生专业认同情况比较 

因为样本数量原因，我们选取了医学类学生对学生学习动

机进行了分析。63.7%的同学是因为理想抱负选择学习医学。 

 

 

 

 

 

 

图 2：医学类专业学生学习动机比较 



 

大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周报 

 

3 

 

（三）学生学习态度分析 

调查显示：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高。47.5%的学生认为自己

学习态度积极认真，未达到半数；43.4%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

的态度视情况而定（如考试、外部压力等因素）；8.6%学生认为

自己在学习上得过且过。 

 

 

 

 

 

图 3： 学生学习态度比较 

 

调查显示：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的因素按照重要性依

次为：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其他、老师的教学水平、

学校的教学条件。 

 

 

 

 

 

 

图 4：影响学生学效果的因素比较 

由此可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是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最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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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学习策略分析 

调查显示：50.2%的学生对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基本同意，

38.5%的同学认为模棱两可，不同意或完成不同意的学生占总数

的 6.8%。 

 

 

 

 

图 5： 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认同情况 

调查显示：40.3%的同学看书时，抓不住重点，容易迷失在

细节中，影响学习效率。在查找资料时，58.4%同学认为自己可

以想到想要找的内容。 

 

 

 

 

 

图 6： 学习中能够抓住重点认同情况 

 

 

 

 

 

图 7：查阅资料时,能较快的找到自己想找的内容的认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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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78.7%的同学在学习中针对不同的科目和课程，

会采用不同的复习策略和应试方法。 

 

 

 

 

 

图 8：针对不通科目和课程，采用不同的复习策略和应试方法认同情况 

调查显示：69.3%的同学在完成一项学习任务时，会及时反

思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 

 

 

 

 

 

图 9：当完成一项学习任务时，回顾反思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认同情况 

 

调查显示：47.1%的同学经常自我测试，检验学习效果；21.3%

的同学对自我测试，检验检验学习效果不认同。 

 

 

 

 

 

 

图 10：经常进行自我测试，来检验学习内容理解程度的认同情况 



 

大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周报 

 

6 

 

调查显示：69.7%的同学经常反思和总结自己在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7.7%的同学对此不认同。 

 

 

 

 

 

图 11：经常反思和总结自己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的认同情况 

 

三、发现与启示 

本次调查仅仅在学生信息员中开展，因此所取得的研究数

据及最终结论或多或少会受到参与调查医学生来源较单一、数

量较少、开设课程差异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只能在某种程度上

反应医学生自主学习状况及差异，且不能够反应高年级医学生 

临床见习及实习期间的自主学习状况，为学校对学生自主学习

情况调查的摸底。 

（一）以认知教育、情感教育为两翼提升专业认同 

从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专业的认同随着年级的增

长，在三年级会有明显的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此结果呢？

不外乎两点，即认知教育和情感教育没有跟上。学校对于学生

的专业思想教育只停留在学生刚入校，而入学后的专业教育没

有成熟的体系，没有随着学生在校时间的增长和学生对专业、

学校了解的加深而进一步加强。忽略了爱校荣校、干一行爱一

行的正面引导，导致负性影响被主观放大，学生对专业的认同

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水平也会随之下降。

因此，认知教育和情感教育双管齐下不断提升专业认同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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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是要重视专业思想教育，除了课堂教学，要利用好第二课

堂，通过学业指导、创新教育、生活引导等各个方面渗透认知与

情感教育，从而提升学生的认知性认同与情感性认同。二是要

重视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和需求，

建立良好的师生交流渠道，做到教学相长。 

（二）端正学习动机，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动机是学生个人的事情，但绝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事，

他是学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摸索与医学生培养相

适应的端正学习动机的教育体系建设，其目标是使学生明确学

习意义、内在目标、外在目标，学会学习控制、情绪调节，正确

认识自我效能，最终提升学习效果，在学习中体现自我价值。 

（三）加强学习策略指导，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策略指导是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一是

在专业教育中，通过对专业学习中涉及的一般方法进行普及性

的教育。二是在学习评价中更加注重形成性评价以及学生自我。

三是在学习管理方面可以引入朋辈管理等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

相较于端正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的指导更加具体，更加有迹可

循，更能够快速产生效果。从而可以实现由学习策略的提高倒

逼学习动机的端正和专业认同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