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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活动对工科类军校大学生

学校生活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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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某工科类军校进行的关于学习活动对学校生活状况影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工科类军校

大学生的课程学习给大学生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

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人际交往
、

情绪
、

恋爱以及自我评价
,

本

文作者试图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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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学习活动专指课程学习
,

包括学习过程

和学习结果
,

即学习成绩
。

为了解工科类军校大学

生的学 校生 活状况
,

本文作者对某工科类军校
2以X )级和 200 1级大学生共计 7 86 人 (其中男生 66 6

人
,

女生 120 人 ) 进行了关于学习活动对其学校生

活状况影 响的问卷调查
,

问卷除了设定男女维度

外
,

又根据被调查对象对 自己学习成绩的自评将学

生分为成绩优秀
、

成绩良好
、

成绩中等
、

成绩差维

度
。

结果表 明学习活动对工科类军校大学生的学校

生活状况有着重要影响
,

主要表现如下
:

一
、

学习活动成为工科类军校大学生最

重要的生活内容

1
.

学 习活动 占用 了大学生大部分 日常时间
。

其中
,

占用成绩优秀学生 的时间显著超过成绩差的

学生
,

其中最突出的群体是成绩优秀的女学生
。

女学生不论成绩好坏都承受着同样大的学习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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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学习成绩成为影响大学生们人际关

系
、

情绪状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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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大学生普遍承受强大的学习压力
。

接近

5 0 % 的同学感到有很大的学习压力 ; 男女生几乎没

有差异
,

学习感最轻的群体是成绩优秀的男学生
,

1
.

大部分学生 日常情绪状态一般
。

与男生 比

较
,

女生感觉不快乐的比例更高 ; 与成绩优秀的女

学生 比较
,

成绩优秀和成绩差的男学生感觉快乐的

比例最高
,

成绩中等和差的女生感觉不快乐的比例

最高
。

2
.

学习成绩与大学生 的 日常情绪状态密切相

关
。

成绩优秀的男女学生快乐的原因主要是学习成

绩好
,

女生 占 40 %
,

男生占 23
.

7 %
。

相 比男生
,

女生似乎更能从成绩好中得到快乐
。

成绩差的女生

不快乐的原因主要是学习成绩差
,

占 32 %
。

可见
,

学习成绩对女生的情绪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

3
.

学习成绩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有着明

显关系
。

成绩优
、

良的学生普遍存在人际关系不太

乐观的状况
,

男生由于人际关系而感到不快乐的 比

例占 26
.

7 %
,

女生 占 41
.

7 % ; 由于人际关系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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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乐的比例
,

成绩优
、

良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低于

成绩中
、

差的学生
。

可见
,

在学习成绩与人际关系

之间
,

对于成绩优
、

良的学生而言
,

可能存在负相

关
,

即学习成绩越好
,

人际交往状况越不乐观
,

其

原因可能与成绩优
、

良的学生花大量的时间于学习

而缩短了人际交往的时间以及强大的学习压力与学

习竞争有关
。

相反
,

成绩中等的学生从人际交往中

得到了更多的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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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学习成绩与工科类军校大学生的恋

爱状况有着明显关系

四
、

学习成绩成为影响工科类军校大学

生自我评价的重要指标

你你你赞成军校学员员 你在谈恋爱爱

谈谈谈恋爱吗 ? (% ))) 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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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从对恋爱的态度上看
,

与男生 比较
,

女生

反对谈恋爱的比例偏低 ; 与成绩中等和差的同学相

比较
,

成绩好的学生赞成谈恋爱的比例偏高
,

男生

7 0%
,

女生 7 0
.

6 %
。

2
.

从恋爱的现状看
,

女生谈恋爱的比例比男

生高 ; 成绩优秀的学生谈恋爱的比例比成绩中等和

差的学生要高
,

尤其是成绩优秀的女生
。

这与其不

乐观的人际关系正好相反
。

谈恋爱比例最低的群体

是成绩中等的学生
,

这与他们良好的人际关系正好

相反
。

作作为一名大学生
,

你对自己的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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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学生 自我评价普遍偏低
。

45 % 的同学 自

我评价为合格
,

其中男生 48 %
,

女生 45 %
。

在四

个选项中自我评价优秀的比例最少
。

2
.

学习成绩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有着显著影

响
。

自我评价为优
、

良的群体中
,

以学习成绩优
、

良的学生群体最高
,

超过 60 %
。

其中
,

成绩优秀

的男学生为 69
.

7 %
,

女生为 64
.

4 %
。

成绩中等和

差的学生群体自我评价明显偏低 (合格
、

差 )
,

在

7 0 %左右
。

其中
,

成绩中等的男生 (下转第 99 页 )



张远军
:

新世纪我国
“

软国力
”

建设的路径思考

素质
。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环境中进行的
。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

不

仅包括经济
、

科技
、

军事等物质力量
,

而且包括民

族素质等精神力量
。

全体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是衡量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
。

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
,

要求我们必须贯彻科

教兴国战略
,

构建一个能够涵盖全民的科学文化教

育体系
,

加大科学普及力度
,

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

培养高素质人才
,

提高我国全体公民的科技文化素

质
,

增强民族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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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

迭起
,

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构成强大冲击
,

民族文

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

可以说
,

在国际关系转换的

今天
,

国家安全危机意识的培养应该从维护民族文

化安全人手
。

在文化上
,

要注重开拓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
,

弘扬民族文化
,

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
。

第三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增强民族凝聚

力
。

精神文明程度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

是一个

国家
“

软国力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
,

对于提高综合国力
、

增强软国力具有重要意

义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是凝聚
、

激励

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和综合国力 的重要标志
,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目标和重要保证
。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综合国

力的迫切需要 ; 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

大的思想保证
、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迫切需求 ;

是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
,

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

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
。

第四
,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

提高全民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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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为合格和差 的比例是 66 %
,

成绩差的男

生自我评价为合格和差的 比例是 78 % ; 成绩中等

的女生 自我评价为合格和差的比例是 73 %
,

成绩

差的女生 自我评价为合格和差 的 比例是 77 %
,

男

女生差别不大
。

可见
,

学习成绩与学生们的 自我评

价有着明显的正相关
,

反映了工科类军校大学生 自

我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以及价值取向的单一化特点
。

结论
: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

学习活动对

军校大学生校园生活状况有着显著影响
,

其主要原

因与课程学习成为学生最主要的校园活动
,

课程学

习的结果即学习成绩成为学生 自我评价以及学生之

间互相 比较
、

学校评价的重要依据密切相关
。

这

样
,

大学生之间的竞争呈现单一化的特点
,

即课程

学习的竞争
。

因此
,

学习对学生造成 了强大 的压

力
,

在这种压力之下
,

大学生的情绪
、

人际状况深

受影响
。

建议
:

1
.

引导学生建立除课程学习外的多元学习体

系
。

2
.

建立综合的学生评价体系
,

不能以学习成

绩为唯一标准
。

3
.

由于学生快乐的原因有除学习
、

人际
、

个

性得到锻炼之外的其他原因
,

可见
,

需重视学校其

他功能的应用
。

4
.

重视学生人际关系的培养
,

良好的人际关

系和人际氛围是形成学生 良好心理状态的重要 因

素
。

5
.

引导学生建立正确合理全面的价值观
,

学

习成绩不应成为唯一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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