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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下通识教育与学院培养之间的衔接工作，是教育改革
中的重要环节和巨大挑战。研究大二分流后学生的学习适应状况，结果发现：大二结束时，大

类分流学生基本能够适应专业院系的学习，男生在教学模式方面的适应性显著高于女生，城镇

学生在环境因素方面的适应性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延续社区学院良好做法，凸显专业院系教育

特色，整合课内外各方面资源，必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科研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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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模

式的一种改革尝试，打破按专业招生的传统模

式，在通识课程学习基础上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流

并持续培养。上海大学 ２００７年成立社区学院，
２０１１年开始实行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改革，目前

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如何持续开展通识教育，培

养学科精神，提升自助成长能力，顺利完成一年

级与后三年培养的无缝对接，仍需要不断探索和

尝试。

大类招生背景下，课程安排虽然在前期有通

识类课程的学习，但针对的是专业大类共同的知

识部分，除去高等数学、外语等基础类课程外，

几乎很少涉及与具体专业相关的知识［１］，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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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学习都会在分流之后才真正开

展。这需要学生在分流后尽快适应专业学习模式，

形成系统的专业理论和独立的专业思维，对学生

的学习适应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学习适应是指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

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心理与

行为过程［２］。所谓学习适应性，是指学生能够正

确地对待学习，保持适当的学习动机、掌握科学

的学习方法、取得预期的学习成效等综合的学习

行为过程，是衡量学生对学生角色的适应、对学

习职责的承担以及对学习效果的获得等学习适应

状况的重要指标［３］。良好的学习适应性是取得学

业进步的重要保证［４］，学习适应性会直接影响到

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对大学生
的学习适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内容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影响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

主要因素；二是研发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测量工

具［５］。国内２０００年后开始逐渐研究大学生学习适
应问题，并开发了中国大学生学习适应研究工具。

研究表明，具有较强学习适应性的大学生，可以

顺利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习，形成自主学习意识和

适应社会的能力［６］。

大类招生背景下，大学学习具有更明显的自

主性、阶段性、专业性和探索性的特点，需要更

加自觉和自立［７］。研究大学生学习适应，特别是

在新的培养模式下大类分流后的学习适应状况，

能够为分流后大学生学习指导提供理论依据，为

做好大类分流前后的学习衔接工作提供实际参考，

还对培养和优化大学生的学习心理素质，促进大

学生健康成长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大学大二

学生为被试，采取网上答题的方式，共获取有效

数据８８份，其中男生４３人，女生４５人；文史类

４２人，理工类４６人；大类招生４０人，专业招生
４８人，平均年龄为２０５２岁。

（二）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由四部分构成： （１）个人基本信息，
包括学院、专业、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

源地等。（２）采用冯廷勇等编制的 《大学生学习适

应性量表》［８］，共２９个项目，５个维度分别是：学
习动机 （８题）、教学模式 （７题）、学习能力 （６
题）、学习态度 （４题）和环境因素 （４题），评分
方法采用五分制，分数越高代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

越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３）与大类
招生及人际支持相关的自编问卷，以便了解大学生

对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新模式的看法和感受。

（三）研究程序及统计分析

在规定时间内开放测试通道，采用网上匿名

自填问卷方式进行调查，所有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大二结束时大类分流学生学习适应的总

体状况

由于 《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量表》采取从１至５
的五点计分方式，中间值为 ３。从表 １中可以看
出，大类分流学生经过一年的调整和适应，在大

二结束时已经基本适应专业院系的学习，在学习

能力和学习动机方面适应性要优于在教学模式和

学习态度方面的适应性。

（二）大二结束时大类分流学生学习适应性的

差异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大二结束时大类分流学生的

学习适应性总体上比较一致，仅在个别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在教学模式方面的

适应性显著高于女生；城镇学生在环境因素方面

的适应性显著高于农村学生。集中表现在 “家庭

经济条件的好坏对学习有较大影响”一题上，城

镇学生比农村学生认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对学

习有更大影响 （具体见表２、表３）。

表１　大二结束时大类分流学生学习适应的总体状况 （Ｍｅａｎ±ＳＤ）

总量表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大类招生 （ｎ＝４０） ２９４±０３１ ３２１±０３１ ２３１±０８０ ３９３±０６６ ２２６±０８８ ２７１±０７５

专业招生 （ｎ＝４８） ２９１±０３７ ３１４±０３８ ２２２±０６５ ３８０±０６０ ２４１±０８７ ２８０±０８５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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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性别、学科的大类分流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差异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性别差异 学科差异

男生 （ｎ＝２３） 女生 （ｎ＝１７） Ｔ值 文史类 （ｎ＝１６） 理工类 （ｎ＝２４） Ｔ值

全量表 ３０１±０３３ ２８５±０２６ １６９１ ２８８±０２４ ２９８±０３４ －１０７５

学习动机 ３２４±０３５ ３１５±０２４ ０９２１ ３１３±０２６ ３２６±０３３ －１２５０

教学模式 ２５５±０７９ １９７±０６９ ２４４０ ２０４±０６１ ２４８±０８７ －１７１７

学习能力 ４０３±０６９ ３８０±０６２ １０６３ ３８８±０５８ ３９７±０７２ －０４５０

学习态度 ２２５±０９０ ２２７±０８７ －０１０３ ２３１±０９０ ２２３±０８８ ０２９０

环境因素 ２５７±０７４ ２９１±０７３　 －１４７０ ２８９±０８０ ２５９±０７１ １２３８

　　　注：表示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１。

表３　是否独生子女及不同生源地大类分流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差异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生源地 是否独生子女

城镇 （ｎ＝２６） 农村 （ｎ＝１４） Ｔ值
独生子女

（ｎ＝２３）
非独生子女

（ｎ＝１７）
Ｔ值

全量表 ２９４±０２７ ２９５±０３７ －００８０ ２９４±０２９ ２９５±０３３ －００８３

学习动机 ３１７±０３１ ３２７±０２９ －０９３４ ３１９±０２９ ３２３±０３３ －０３８２

教学模式 ２２６±０７３ ２３８±０９４ －０４２６ ２１６±０７１ ２５０±０８９ －１３２３

学习能力 ３８１±０６８ ４１５±０５９ －１５７９ ３９０±０５７ ３９８±０７９ －０３８２

学习态度 ２３８±０８６ ２０５±０９１ １１０７ ２４５±０８７ ２０１±０８６ １５６１

环境因素 ２８９±０７２ ２３８±０７０ ２１９４ ２８４±０７４ ２５４±０７５ １２３２

　　　注：表示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显著性ｐ＜００１。

（三）大类分流学生对 “大类招生、分流培

养”新模式的看法

统计数据显示，３７５％的大类分流学生表示非
常适应或比较适应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的人

才培养模式，２７５％的学生表示比较不适应，１０％
的学生表示非常不适应，另有２５％的学生表示不
确定。大二专业课学习的难易程度上，５０％的大类
分流学生表示非常困难或比较困难，２０％的学生表
示比较简单，另有３０％的学生表示不确定。

在大类招生与普通专业招生的优势比较上，

７５％的大类分流学生认可大类招生可 “减少高考

填报专业志愿的盲目性和从众性，提高第一志愿

满意率”；５０％的大类分流学生认可大类招生 “有

助于缓解一考定终身的问题，激发学生进入大学

后的学习积极性”；３５％的大类分流学生认可大类
招生可以让 “学生视野更开阔，有利于培养通才，

更加适合社会的需求”。当然，大类招生也存在一

些有待改善的方面，７２５％的大类分流学生反映
“专业分流后，专业课程进度快，学习压力大，大

一、大二衔接困难”；５０％的大类分流学生反映
“专业分流前，学习范围较广，有些课程与将来的

专业关系不大”。

４０％的大类分流学生觉得通识课、课外培养项
目 （兴趣小组、专业竞赛等）和新生研讨班，对

他们在学习方法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上很有帮助；

６０％的大类分流学生觉得自己在学业指导和生涯规
划方面得到导师的帮助最大。

四、分析与讨论

（一）“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有助于提

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主要是指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和思

维能力等，也包括方法学习的能力。不同阶段对

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有不同的要求，大学阶段不

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和高级思

维能力的培养，将让大学生终身受益。 “大类招

生、分流培养”模式注重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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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社区学院的四个有限目标中包括 “使新

生的自学能力和综合素质有较大提高”，并 “把学

生自学能力的养成作为第一能力培养”，采取了一

系列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措施。新生研讨课

打破专业知识的授课体系，不是一本教材从头教

到尾，而是在特定领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研讨，

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独立思考的能力［９］。“课内外联动试点项目”则在

高于课内的平台上，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拓展课内

学习，放手让同学自主规划学习时间，放手让同

学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在激发学习兴趣的同时挖

掘学生潜能，促进学习水平的提升。通过组织学

生以团队学习的形式，即抱团学习这样的课外自

主学习模式，将是培养和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有效途径［１０］。４０％的大类分流学生觉得通识课、
课外培养项目 （兴趣小组、专业竞赛等）和新生

研讨班对他们在学习方法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上

很有帮助。

（二）“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有助于增

强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指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

已有学习活动，并使学习行为朝向一定目标的内

在心理状态。学习动机有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之

分，前者源于学习者本身，例如好奇心、求知欲、

自信心、成就感和胜任感等，后者由学习活动以

外的诱因所激发，例如奖学金、好专业等。动机

的重要性体现在学习者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

方法和维持学习行为等方面，并最终表现在学习

效果上［１１］。上海大学社区学院专设课外培养中心，

探索分层分类的课外培养方式和多样化的自主学

习方式，让有了更多课外时间的同学们，积极参

与适合自己的课程自学、科创实践、学科竞赛、

学习互助等团队活动和各类课外培养项目，在学

业导师、科研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激活学生的探

究性学习兴趣，逐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实

践能力［１２］。社区学院还鼓励学生积极申报上海市

和本校的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并给予专项资助。

大一结束后专业分流的设置，抢占优势专业的

“诱惑”，也使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空前增强。本

研究中半数受访者认可大类招生 “有助于缓解一

考定终身的问题，激发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习积

极性”。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自主选

择专业为起点，进一步培养学生们对本专业的学

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将帮助他们更快适应专业院

系的学习。

（三）“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须改进专

业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

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

架和活动程序。从大类培养到分流培养的过程，

教学模式的变化是主要方面之一。大一时，上海

大学社区学院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打造

通识教育课，严格申报流程和评审机制，多次召

开研讨会，通过教师互动沙龙、 “通识教育教与

学”征文、学生感受网上调查等多种形式，积极

营造 “教与学”相生相长的教学氛围，还给予课

程建设资金鼓励教师开设通识新课［１３］。３５％的大
类分流学生认可大类招生可以让 “学生视野更开

阔，有利于培养通才，更加适合社会的需求”；但

也有一半的大类分流学生反映：大一 “学习范围

较广，有些课程与将来的专业关系不大”。而大二

进入院系后，７２５％的大类分流学生反映 “专业

分流后，专业课程进度快，学习压力大，大一、

大二衔接困难”，可能与专业课传统教学方式和通

识课程教学方式不同有关。本研究数据显示，学

生在教学模式方面的适应性普遍不高，女生在教

学模式方面的适应性显著低于男生。这或许是因

为女性比男性更为感性，学习时更容易跟着感觉

走，通识课上良好的互动氛围令她们怀念的同时，

更感觉到传统单向课堂氛围的不适应。

（四）“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须重新定

位学习态度

学习态度是指大学生在长期的学习活动中习

得的对待学习活动比较稳定的、具有选择性的反

应倾向，包括学生对上课、教师、学习纪律、课

外活动、学习成绩、考试以及对学习前途的态度

等。“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招生模式，使大一

学生的学风比专业招生模式下的学风有所好转。

上海大学２０１１级学生入学以后学风良好，在秋季
学期考试中总体成绩较２０１０级有很大提高，各科
不合格率仅为上一级的５０％左右，且未出现一例
作弊案例［１４］。学生们都明了大一成绩对专业分流

的重要性，尽管有一半的大类分流学生反映 “专

业分流前，学习范围较广，有些课程与将来的专

业关系不大”，还是有越来越多学生了解学习的意

义，希望通过大一基础课的学习丰富和提升自己，

并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但是大二进入各专业学

院后，尽管专业课程安排较多，学生们还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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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理负担相对较轻而产生懈怠，需要立足新

的阶段和新的任务，把学习与自己以后的生涯规

划联系起来，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

目标。

（五）“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模式对环境提

出新挑战

环境因素对学习适应性的影响较为复杂，可

以包括学习环境、社交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学习

环境主要指学校环境，既包括校园环境等硬件环

境，也包括学习氛围等软件环境，社交因素主要

指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等。大学的学习环境更加

具有开放性、复杂性，人际交往相对频繁，范围

相对广泛，对学习适应的影响较难把握［１５］。家庭

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既包括家庭经济

条件、文化程度，也包括家庭氛围、亲子关系

等。大学生和父母之间的良好沟通有助于减轻学

习适应压力，提高大学生的自信水平和适应能

力［１６］。本研究显示，城镇学生在环境因素方面的

适应性显著高于农村学生，这可能与上海大学地

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有关。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对

农村学生来说显得有些陌生，英语、计算机等方

面的劣势需要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弥补。

另一方面，农村学生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对经济

因素更加敏感，希望更多靠自己的努力搞好

学习。

上海大学２０１２级学生在专业分流时寝室只是
进行 “微调”，其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保持大一

原有格局，室友间无须再次彼此磨合，有助于保

持稳定的人际氛围；另一方面出现更多 “混合寝

室”，同一寝室的学生分属不同院系，学习不同专

业，学业上的交流、督促相对困难。

五、教育策略与建议

（一）延续社区学院良好学习氛围，进一步提

升自主学习和科研实践能力

社区学院里的学习氛围明显改善，学习成

绩显著提高，专业分流也能达到前三志愿满足

率超过 ８０％的好趋势。到专业学院之后，最为
关键的是持续进行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学科

精神，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成长能力，把专业

技能、专业知识的培养融入到通识教育的大平

台中。文科学院构建的文科大联盟，在大学生

创新精神、党建、职业发展等方面开展联合育

人，经管大类开展的学生事务合作，理工大类

学院在课外人才培养方案和团学工作等方面的

联动，都是非常好的尝试和探索［１７］。通识课、

课外培养项目和研讨班等学生认为在学习方法

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上很有帮助的课程形式都

可供专业学院借鉴。

（二）改革专业院系教育模式，采取适当激励

机制，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尽管专业分流时学生已经对所学专业有了一

定了解，而且各专业学院做过专业学科系统介绍

和选课辅导，专业学习的兴趣还是需要持续激发

的。让学生了解专业学院的运作模式，做好心理

预期，增加对未来专业学习的掌控感，指导学生

结合职业生涯规划制定具体的学习目标，有助于

明确大学生自身的学习定位，让他们真正从内心

深处认同学习。各专业学院可以结合学科特色与

培养计划，设计出形式多样的学习模式和激励机

制，有序推进专业教学，从课堂内外学习能力培

养、学科竞赛、基础课教改方案、科研创新育人

机制、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升、校园爱心公益活

动育人平台等方面进行尝试。

（三）充分挖掘人际和社会资源，提供课外辅

导服务，帮助学生缓解学习压力

本研究发现，尽管已经过了两年大学生活，

但是５５７％的受访者认为目前自己最知心的主要
还是以前同学，只有１８２％的受访者把室友当成
目前最知心的人，还有１１４％的受访者将现在同
学当成目前最知心的人。５１１％的受访者遇到困难
时首先会想到好友，３９８％的受访者会想到家人，
没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会首先想到老师。但实际上，

老师和学长在学业方面可能远比朋友和家人更有

帮助，社区学院有驻楼导师指导学习方法、帮助

制定学习计划和生涯规划、培养学习兴趣，专业

学院也可以由导师或学生建立专业的学习辅导组

织，为学习适应不良的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课外

辅导和心理援助。专业学院还可以与心理辅导中

心联系，采取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心理讲座等

方式帮助学生缓解学习压力，调节由学业造成的

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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