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卷 增刊 

2011年 11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1．34，Supplement 

NOV．2011 

DOI：10．3969／j．issn．1672—8874．2011．SO．019 

关于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几点思考 

刘 威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大学生自主学习越来越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大学生 

的自主学习不仅对于学生个体在校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也是关系到走向社会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积极探索 

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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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Views on Independent Learning of the Undergraduates 

UU Wei 

(Cotta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ni~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Independent lear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 development，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ividual growth．Independent learning of the undergraduates has great impact both on their individual growth on campus 

and thei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fter graduation．However，the previous researches are focused mainly on the study in 

middle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an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rare．And even these scarc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ing administrative strategy are rather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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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们认为：“教育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储 

存知识，而应该更加努力寻求获得知识的方法 (学会如何 

学习)”。在新的世纪中，“教育既应提供一个复杂的、不 

断变动的世界的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 

的指南针。每一个人他必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 

利用各种机会，去更新、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 

识，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在树立终身教育理 

念，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自主学习被提到了十分重 

要的地位，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 

发展的生力军，培养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不仅是提高大 

学教育质量的基础，而且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

、 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是大学教育的现实目的 

我们所说的自主学习，又称个别化学习、选择性学习， 

是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学习理论。其主要 

内容是指个体自觉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 

习方法，调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或能力 引。 

自主学习既是个新问题，又是个古老的问题。最早可追溯 

至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提出教师的角色是做一名 “助产 

士”，强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教师应当引导学生 

学习而不是单纯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瑞士心理学家皮亚 

杰 (Piaget)提出了系统的自主学习的思想。在其影响下，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 (Bruner)提出了认知结构学习理论， 

强调学生的学习是主动发展的过程，并由此创立了发现学 

习法。此外，认知心理学流派中影响较大的还有信息加工 

理论的自主学习思想，该理论用信息加工的控制论来解释 

自主学习，把学习中的自主视作元认知，认为应该重点研 

究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监控在学习中的作用，并主张通过 

学习策略教学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J。后来，美国人本主 

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学 

习思想。他强调，教师是学习的促进者，而不是权威者， 

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日益增多的自我指导的机会，他认为： 

“对于真正的教师来讲，除了教会学习外，其他的都是次要 

的了’’[引。 

在我国，孟子、朱熹和王夫之等很早就从自主学习的意 

义、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丰富的自主学习思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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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倡 “重启发学生，使能自动研究”； 

到20世纪9o年代，主体教育思潮逐步形成，在教育理论界 

及实践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教育实验以主体教 

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由此，人们开始关注什么是自主性，自 

主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将学生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完整个 

体来看待，不仅重视学习技能、技巧的培养，更要重视学生 

学习品质的形成与发展，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有研究表明，农业经济时代，7—14岁接受的教育足 

以应付其后40年的工作和生活；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求 

学的时间延伸为5—22岁；而当今，随着科技迅猛发展， 

人类的科学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剧增，学习已经成为终 

身需要。这意味着当今大学生在大学毕业后从事某项职业 

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有绝大部分必须从社会这个大课堂中获 

得，因此他们必须改变在正规教育中以教师为定向的学习 

方式，更多地采用自我定向的学习方式亦即自主学习，来 

获得所需的知识技能。同时，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发生 

了很大改变，可以超出课堂教学的内容限制而根据自己的 

需要随时、独立地选择学习内容，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 

主学习能力。 

大学教育必须使学生从学校过渡到从事社会实际工作 

和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 

大学应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 

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 

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 

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 

大学生学习的时间自由支配度大，大学对学生的管理 

较为宽松，学习时间的支配、学习计划的制定和学习潜能 

的发挥，都给大学生们留下了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使学 

生在获得更大自由的同时也使大学生的学习更具 自主性。 

从教学内容来看，大学教学具有前沿性和探索性，越往高 

年级特点越突出。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 

也”，而所谓 “高深学问”是指教育阶梯顶层所关注的那 

些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 

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 

于把握。【oJ“高深学问”之所以 “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 

是因为 “高深学问”的学习和研究需要较高的智能 (思维 

和创造)，而常人的智能一般是达不到的。智能在本质上是 

独立的，完全靠传授，不可能培养较高智能人才，智能要 

通过 自学及独立思考去开发。 

自主学习是一个现实课题 

一 个系统的特色总是围绕它的任务而形成的。 有利 

于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制度，应该放松过程管理，重视目标 

管理，让学生具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度。这样既能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 

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9 因此，重视培养大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出发点应当是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 

实际条件，自主选择主攻的专业方向、自主选择修习的课 

程、自主选择学习的方式 (时间、地点、媒体等)，甚至 

自主选择喜欢的教师。 

1、实行弹性学制 

弹性学制是一种现代教学管理制度，指在实行学分制 

基础上，允许缩短 (提前毕业)或延长学生在校学习的年 

限。相对学年制而言，不仅包括对学习内容的自由选择， 

还包括对学习时间、学习进度的 自主安排，从而拓展了教 

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弹性，尊重学生的学习差异，体现了 

现代高等教育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 

人、社会、经济、家庭的现实情况决定学习时间和学习量 

的多少，从而决定自己提前或推迟毕业。我国实行学分制 

的高校实际上实行的是学年学分制，是传统的学年制与完 

全学分制的一种折衷形式。学年学分制尽管对每门课程都 

规定了相应的学分，但它对修业年限有明确规定，并且弹 

性不大，仍然以班为教学单位，本质上来讲，学年学分制 

仍属于学年制。 

学制的弹性化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为遇到 

各种困难需要中途停学的学生再次进校学习提供条件，教 

会他们自我管理。弹性学制承认并尊重个性的多样化，通 

过灵活的管理模式使学生个性发展得到更大的自由空间。 

实行弹性学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及终身学习社会 

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选课制 

当前很多大学都开通了网上选课系统，一改过去由学 

校统一安排课程的局面。大学的这种制度设计最大的一个 

优越性就在于尊重不同个体的偏好差异，并尽力使学生的 

获得与评价相符。不同个体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 

课程、时间、授课教师等都成为学生在选择课程时考虑的 

要素。过去由学校统一安排的模式假定所有人的偏好一致， 

但这与现实显然不符，从而不可能获得既定约束下的最优 

选择。放松所有人偏好一致的假定，尊重不同的偏好，开 

通网上选课系统，提供差异化课程，满足不同偏好，可以 

说是一种更人性化和更理性的制度设计。 

在选课制中，学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自主选择课程， 

自行设计学习计划来实现自我发展。这样学生的自由度就 

被大大提高，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克服了以前传统教 

育培养模式单一，专业知识面狭隘等缺点，也符合了不同 

学生不同的要求与进度，从而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 

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选课制是一种弹性管理制度，学生不 

必再像以前那样被规定好去学习某些科目，而是具有了很 

大的自主性，除去少量的必修课外，可在大量的选修课内 

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就激励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 

趣，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拥有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来实现自主选择、自我设计、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 

但目前由于大多数高校实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 

全学分制，只是在学年学分制基础上加入部分选修课，将 

学时简单换算成学分来计算学生的学习量，虽然是由学生 

自主选择课程，但必修课所占比例仍较大，可供选择的选 

修课程知识面和专业跨度窄，也就无法体现选课制的优势 

了。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在北大， 

学校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要求每个院系必须向全校学生 

开放主干基础课。大学生毕业后，很多在学科交叉的领域 

从事应用或研究的工作，既往的专业条块分明的模式已经 

不再适合当前的人才培养。例如，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毕业 

后可能去金融行业从事建模和分析的工作，那么适当的经 

济学和金融学的背景知识就是必须的。这个时候理工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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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学生就可以选修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主干 

基础课。类似的，很多化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会去 

美国大学的材料科学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那么物理专 

业的学生可能就需要选修化学专业的课程，看看化学方面 

的材料制备技术。这些情形的特点就是学生不需要系统地 

学习其他学科的课程，只需要取其所需，这种需要适合通 

过跨院系选修主干基础课的做法来解决。 

完善选课制，还可以通过各校教学资源共享和学分互 

认的制度，有效解决课程总数不足、教学资源有限的矛盾。 

例如，天津的两所著名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可以互相 

选修20门课程，为大学生跨校选课，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更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自主学习。 

3、变革教师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 

的今天和明天》认为：“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 

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 

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 
一 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Ll 。 

要引导教师改变那种 “为教而教”、“为考而教”的观 

念，确立为学生发展而教的观念，应改变传统的施教者角 

色，教师应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学生主动学习 

的鼓励者；在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新的交流模式的基础上， 

在教师和学生平等的对话中推进学习进程，着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养成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尊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把发展 

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充 

分发展的空间。 

确立以生为本的大学教育观念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和完善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大学生主体性的发 

展创造良好的观念、制度和机制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 ，让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积极地、自主地进行学习； 

使大学生真正地主动学、勤于学、乐于学和志于学，变 

“要我学”到 “我要学”；在大学生的自我投入、自我发展 

和自我教育中实现大学生的主体性发展。 

4、弱化教育的功利性导向 

对于多数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 

拿到大学学历，因为这对于一个好工作、个人的经济保证 

和安宁来说都是必需的。如今，一些学生带着非常明确的 

职业目标来学习，他们进入大学学习，计划着成为医生、 

工程师、律师或教师。以各商业名企、IT公司、医院、高 

校为代表的用人单位强化了这种功利性的取向，他们派往 

大学的招聘人员寻求的是非常特定的技能，如某个特定的 

专业或因特网导航技能。学生们对来自招聘市场的这些信 

号非常敏感。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商界领导 

的调查表明，他们在大学毕业生中所寻求的远非是实用的 

知识或技能。他们所需要的毕业生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有着终生学习的能力和愿望，能够容纳不同，以及要有适 

应变化的能力。LIH 

本科生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德 

里克 ·博克 (Derek Bok)说，在一个变化的、破碎的社会 

里，本科生教育最重要的产物就是 “不受教条束缚的，由 

人文主义价值所滋养的有判断力的头脑”【l 。为了达到这 

一 目标，我们需要自由学习的精神，不仅要传授事实，还 

要在学生们形成自己人生哲学的过程中鼓励和支持他们。 

大学所提供的通识教育要使学生们具备更广泛的技能，这 

些技能对于成为良好的公民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来说都是 

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一个需求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本科 

生教育的一个目标必定是要使学生们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 

有句老话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为学生第一份工作做准 

备，而是要为他们的最后一份工作做准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作为知识的 

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大学将从社会经济舞台的边缘 

走向舞台的中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 

用。知识经济时代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这不仅意味 

着掌握知识并能够运用和创造知识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将凸现出来，而且意味着人自身的发展将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大学教育的目的。 

杨叔子先生曾委婉写道： “大学的主旋律应是 ‘育 

人’，而非 ‘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 

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何况 

是高级人才；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级的器材，即 

使是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只能具有人所赋予的复杂 

而精巧的功能或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过人所赋予的可 

能界限性这一雷池半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 

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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