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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上海市部分高校本科生为研究样本，对大学生学习中的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情绪投

入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专业学生的学习投入差异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对学生对专业喜爱程度、对学校认可程度等因素与学习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针对大学生学习

投入的差异性等情况，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增强学生对学校归属感等方面提

出了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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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undergraduates from some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ehavior engagement,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ir learning,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among students of distinct genders, places of origin, grades and majors.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s’affection of major and recognition degree of school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learning engage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lassroom, creating a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enhancing students’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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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家泰勒第一次使用“学习投入”概

念，来描述学生对学业的投入时间，［1 ］随后，学者们

运用不同方法，从多元视角展开了广泛探讨。学习

投入是衡量学习个体的努力程度和参与程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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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研究其在不同类型学生中的差异性，有利

于把握大学生学习投入的规律，促进大学教育质量

的评价转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学习投入主要包

含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情绪投入三个维度。［2 ］本

文以上海市部分高校（含部属高校、市属高校和民

办高校）的本科生为样本，从上述三个维度进行调

查和分析，以期为提升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益

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质量评估

调查以网络问卷形式在上海部分高校的本科

生中做随机调查。问卷以《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问

卷》为样板，结合了不同类型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差

异性及影响因素，对调查问卷进行调整优化。问卷

采用李克特 5级评分，总分值越大表示学习投入程

度越高。调查共收到 2 204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 976份，有效率为 89.7%。同时，对部分高校学生

进行了随机访谈，以进一步研究大学生学习性投入

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通过信度和效度两个指标评估调查数据的质

量。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系数作为

问卷信度的主要指标，运用 SPSS Statistics 17.0进
行信度检验，得出α值为 0.950，表明该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运用 SPSS Statistics 17.0进行效度测

试，KMO测量值为 0.948，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

方值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0.05），达到显著性水

平。以上表明研究所用的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调查结果

表1给出了调查表的设计与统计结果。

按照李克特的 5级评分法，依据表 1给出的统

计结果可以算出各个指标的平均分值（图1）。

项目

学生行为

投入

学生认知

投入

学生情感

投入

选项

1.周末，我也会抓紧时间学习

2.我把大部分课余时间花在学习上

3.每天课后我有专门安排一个时段学习

4.课堂上，我积极思考

5.课堂上，我认真听讲

6.我经常到书店或图书馆挑选与学习有关的书

7.我会拟定适宜的学习计划

8.我经常对自己是否遵守学习计划进行监督

9.我经常以自己的学习目标对照检查一段时间内的学习进展情况

10.我学习既有长远打算，又有近期目标

11.我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

12.学习时一旦发现自己分心，我就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

13.作业或测验中出现的错误，我能认真分析原因并改正

14.我能安心学习

15.我能轻松自如地应付学习

16.学习时我的心情比较宁静

17.我的成绩比较稳定，所以我感到自在和轻松

18.我觉得学习很有趣

19.学习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20.在学习上，我经常受到别人的夸奖和赞扬

完全不符合

6.0

4.6

4.3

2.7

2.3

7.8

4.4

4.3

5.3

4.3

3.7

4.0

3.0

3.3

3.7

3.5

3.4

3.9

4.6

6.5

不太符合

16.0

22.6

15.6

7.3

4.4

27.2

13.3

15.3

13.7

11.1

12.8

15.5

7.7

7.8

13.1

7.4

14.5

11.5

11.3

16.2

不确定

35.8

35.4

31.4

24.9

19.6

36.5

28.8

31.8

31.8

27.1

35.5

36.9

24.8

29.6

37.4

28.1

34.6

34.7

36.9

42.2

比较符合

35.5

31.6

37.6

51.9

56.1

22.4

44.0

40.1

39.7

43.6

39.9

36.3

51.5

47.8

37.4

48.2

39.6

40.4

37.8

28.5

完全符合

6.6

5.5

5.5

12.9

17.3

5.9

9.2

8.2

9.2

13.6

8.9

7.1

12.8

11.3

8.1

12.6

7.6

9.2

9.1

6.4

表1 大学生行为投入各项目得分的百分比（%）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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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习投入中各项目平均得分变化曲线图

2.学习投入差异性分析

根据表 1和图 1，我们可以有如下的差异性分

析。

男生与女生学习投入差异情况。国内外的一

些研究表明，男女生由于受到生理因素、性格、自我

意识等因素影响，在学习表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男女生在问卷所涉 20个选项得分情况看，男女生

在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绪投入三个指标上得分

均值分别为 3.33和 3.40、3.45和 3.46、3.40和 3.41，
女生在各选项中的平均分均高于男生，且女生的行

为投入明显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赵宗金［3 ］等人

的研究结果（女生的深度学习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较为一致。从访谈交流中了解到，男生有着相对较

强的自主意识，如玩游戏、校外兼职或从事其他爱

好，对部分吸引力不强的课程兴趣不高；而女生相

对自我控制力较强，能够认识学习是主责主业，并

积极投入。

城市与农村学生学习投入差异情况。已有研

究表明，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包括城乡、父母受教育

程度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能够很大程度影响学

生的学习投入。［4 ］从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在问

卷所涉 20个选项的平均得分变化情况来看，来自城

市的学生学习投入的总体情况优于农村学生，但是

在选项 5和选项 19中，来自农村的学生优于城市学

生。研究数据发现，来自城市的学生认知投入最

多、行为投入最少；来自农村的学生情绪投入最多、

行为投入最少。虽然来自城市的学生在学习投入

上的总体表现优于农村学生，但是在课堂上的认真

听讲程度和学习所带来的情绪体验感等方面，农村

学生优于城市学生。访谈中了解到，农村学生虽然

在学习投入的综合表现不如城市学生，但是农村学

生更珍惜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中的获得感也较为强

烈。这与石雷山等人［5 ］认为家庭收入对学习投入

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学习投入更

佳，以及熊静等人［6 ］的研究认为贫困生的学业参与

程度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贫困生在学习上的获得感

更强等结论具有相似性。

不同年级学生学习投入差异情况。不同年级

学生的学习投入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并不存在显

著而明确的变化趋势。从不同年级学生在 20个选

项中的得分变化情况来看，各年级的变化规律基本

相似，但大四学生的整体平均得分最高，大一新生

的整体平均分最低。从横向来看，一年级新生的认

知投入最高、情绪投入最低；二年级学生认知投入

最高、行为投入最低；三年级学生的情绪投入最高、

行为投入最低；四年级学生的认知投入最高、行为

投入最低。各年级学生都多多少少表现出了实际

行动与认识、情感相脱节的现象。从纵向来看，四

年级学生在学习投入中的认知投入和行为投入最

高，三年级学生的情绪投入最高。大一新生依然保

持着高中较好的学习状态，对学习拥有较高的热

情，但由于大学与高中学习的内容和方式等存在较

大差异，影响了情绪投入；随着年级增长，大学生对

大学生活逐步适应，对专业逐步了解，对学习重要

性的认识及学习带来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但由于参

与社交活动、校园活动等分散了对学习的行为投

入。到了毕业年级，随着毕业的来临，紧迫感、就业

升学压力、学生对学习认知逐步增强，学习投入也

就增多，但可能受到就业升学等压力影响，学习体

验受到一定影响。可见，随着年级的增长，大学生

学习的自觉性、学习情感上的认同度、学习精力的

投入等都在不断增加。

不同专业学生学习投入差异分析。从不同专

业的学生在问卷所涉 20个选项中的得分情况来看，

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投入上的差异性较小，各专

业学生在各选项上的波动规律基本相似。人文社

会科与工程技术类专业学生有相似特征，认知投入

均高于行为投入和情绪投入。工程技术类与人文

社会类大学生对学习的自我意识较为强烈，但是实

际行动与认识存在一定差距。自然科学类专业学

生的情绪投入最高、行为投入最低。医药类大学生

行为投入最高、情绪投入最低。一定程度表明医药

类专业大学生在学习投入上最为务实。这与廖友

国研究所得出的“医科大学生的学习投入高于文科

李陈财等：从上海部分高校的调查看本科生学习投入的差异性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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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工科大学生”结论较为一致。［7 ］

3.学习投入相关性分析

专业和学校是两个与学生学习密切相关的因

素，在学生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重要的作用。调

研数据显示，学习上的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情绪

投入与对专业的喜爱程度和对学校的认可程度均

呈现正相关关系（P<0.01）。对专业的喜爱程度和

对学校的认可程度与行为投入、认识投入、情感投

入的 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209和 0.176、0.192
和 0.147、0.210和 0.199。可见学生对专业越喜爱，

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就越多；学生对学校越认可，情

感投入就越多。在三个维度中，学生对学校的认同

感和专业的兴趣度与认知投入的相关系数最小。可

见学习的认知更取决于学生的自身因素。因此，提

升对专业的兴趣，增强对学校的认同感，对提升学习

投入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访谈了解到，课程设置

情况、课堂吸引力等是影响学生对专业兴趣的重要

因素；学校的师资队伍素养、管理与服务水平、校园

环境等是影响学生对学校认同感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大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投入

显著高于课外，课外学习投入存在明显不足的现

象。课堂作为育人“第一阵地”的作用始终不减。

大学生在学习上的目标意识和反思探索意识较强，

但是自我安排、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

弱。大学生总体上对学习较为热爱，在学习中能产

生积极情绪，但是对学习成果的情感获得度较低。

从性别看，女生在学习中的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

感投入普遍高于男生。从生源地看，来自城市的学

生学习投入普遍高于农村学生，但是课堂上的学习

投入以及学习所带来的情绪获得感，农村学生优于

城市学生。从年级上看，四年级学生的认知投入和

行为投入最高，三年级学生的情绪投入最高。随着

年级的增长，学习自觉性、情感认同度、精力投入等

都在不断增加。大学教育对于学生学习习惯的养

成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专业上看，不同专业学

生的学习投入差异性不大，工程技术类与人文社科

类学生对学习投入的自我意识较为强烈，实际行动

与认识存在一定的差距，医药类学生的行为投入最

多。调研发现，大学生对专业的喜爱程度和对学校

的认可程度对学习投入影响较大。对专业越喜爱，

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则越多。对学校的归属感越

高，学习的情感投入则越高。

基于上述分析，相关建议如下。

1.坚守课堂育人的第一阵地，全面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

调研表明，课堂始终是学生学习投入的主阵

地，而教师的育德育才能力是影响课堂质量的关键

因素，课程的质量影响着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进而

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投入。因此，首先要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提升教师的育德育才能力。教师对学生的

关怀可以激发学生的感恩回报情绪，从而增加学生

对学习的投入。［8 ］教师不应该仅是教书匠，更应该

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高校既要发挥评价

指挥棒作用，推动教学评价由“评教”向“评学”转

变，职称晋升也要由重科研向科研、教学并重转变，

让潜心从教的教师有进步的通道和发展的奔头。

其次，要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增强学生对专业学习

的兴趣。访谈中了解到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的原

因有：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内容陈旧且与时代脱

节，“觉得学了没什么用”等。因此，学校要遵循教

育规律，建立以“学”为中心的课程体系，特别是要

积极开展多学科联合培养的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

体系。同时，还要注重科研反哺教学，通过探索性

的项目课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主动探索

的精神。再次，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倒逼教学模

式的变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的迅猛发展为教学模式的演进及发展创造了可能。

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动了线上教学

的发展，提升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促进了教

学观念的更新。［9 ］

2.加强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已有研究表明，院校主导的学习性投入（包括

校园环境支持度、校园人际关系、政策支持等软环

境及硬件环境等）相比于学生主导的学习性投入

（包括个人学习努力、生师互动、生生互动）更能影

响学生在校期间的收获。［10 ］学风作为学校主导的学

习性投入因素的综合表现，对学生的学习投入有着

重要影响。首先，要坚持“以教风带动学风、以学风

·· 72



2021年6月

促进教风”的理念，做到教风与学风齐头并进。教

风与学风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教风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风，学风也能促进教风转变，二

者良性互动就能形成教学相长的局面，对增强学生

的学习体验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不同年级学生

的学习投入有不同的特点，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

特点开展分层分类的学风建设方针。大一注重学

习习惯养成，大二培育学习能力，大三明确发展志

向，大四注重生涯引导。再次，调研中发现，多数学

生比较在意来自亲属、教师、同学等各方面对其学

习的评价。因此，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要注重

家校协同，高校要主动构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渠道

和平台，为家庭发挥育人功能提供良好的机制和

载体。

3.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调研表明，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与学习投入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

表明，来自教师的尊重是学生产生学校归属感的

重要来源。学生越感觉到教师对他们的尊重，就

会越喜欢学习。［11 ］调研中学生也反映，对学校的热

爱多是源于“校园的温度”。而在一些基础设施相

对陈旧的高校，学生普遍反映宿舍、食堂、教室等

硬件设施是影响对学校归属感的重要因素。学生

对学校归属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

关。因此，高校要坚持硬件改造与软件提升并重。

大学不仅要有大师，还要有大楼。当前，我国部分

高校基础设施老旧落后与事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

盾仍然较为突出。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学校应

主动作为，既要努力改造硬件，也要不断提升软

件，通过打造智慧校园、人文校园、书香校园等，让

校园里充满“人情味”。服务管理工作能使学生感

到温暖，就能得到学生的认同，提高大学生的学校

归属感，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投入。同时，还要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增强校园的感召力。学校要充

分利用校史资源，讲好校史故事，以身边可见、可

感的故事，深化大学精神的内涵。要注重发挥学

生社团文化的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等，

让学生在开放的多元化氛围中感受到自己是学校

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将团体归属感升华为学校

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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