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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方法高校学生的学习不同于中学生的学习，不仅

表现在知识的专业化、学科内容的复杂性、知识容量的扩大

与加深，更重要的还在于高校学生在学习方法和独立工作能

力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学校学生除了掌握系统的科学

知识以外，必须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

和创造能力。能力的培养是通过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的，其中

包括课程门类与内容、听课、复习、习题、实验与实习、学

年论文、毕业设计等。大学生入学后，由于学习的内容、范

围、性质和教学方法的改变，对大学学习生活的适应有一个

过程，大学低年级学生的适应过程更为困难和突出。上述教

学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

方法问题。如果学生的学习方法不能随学科内容的特点相适

应地改变，学习能力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大学生在学习方

法上一般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教育或教学目标的要

求与特点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考虑学校教育的基本目

标，也要考虑每一学科的特殊的、具体的教学目标，教育和

教学目标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所达到的程度，就是学生的学

习能力的表现。因此，教育目标或教学目的是教育者所期望

达到的指标，也是学习者学习的指标。学习者只有明确地了

解了学习的目的与要求，才能调节与控制自己的活动。学生

的学习目的是教育或教学目标的反映，如果把教育目标按学

生获得的学习结果，即学习能力来分类，加涅（R.M.Gagné



）提出了五类学习能力。（1）智慧技能：一种运用符号进行

辨别，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概念，借助于规则和高级规则解决

问题的能力。（2）言语信息：一种陈述观念和传递与表达信

息的习得能力。（3）认知策略：学习者用来指导自己的注意

、学习、记忆和思维的能力。（4）动作技能：精确而适宜的

操作能力。（5）态度：对人、事、物比较持久的选择性的倾

向。这五类是从能力的获得上作为学习者的学习目的的。第

二种分类是把教育目标划分为三个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

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其中以认知领域为例，又可分为六类

：（1）知识是指包括个别事实、特殊结构和科学程序的知识

；（2）理解是指先有正确的知识，然后了解一个概念，解释

一种现象，推论因果关系；（3）应用是指将原理、法则和抽

象概念运用于具体情境的能力；（4）分析是将知识或一组概

念分成部分，并确定其关系的能力，需要先具备知识与应用

能力；（5）综合是将知识组成一个新的整体，具有一定的表

达能力和设计实验的能力；（6）评价是能够依据一定的标准

进行是非、善恶、真伪、成败的评价。以上两种分类的侧重

点虽有不同，也没有全部地指出一切教育目标，但都说明学

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与要求。例如，理工专业的一个系对理

论力学、水力学、电工学等13门课程的考试题目要求解答的

有概念题（知识）、判断题（分析与综合）、证明题（理解

与应用）、计算题（应用与分析），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分析

判断能力、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实验操作能力和数学运算

能力。教师对电工学这门课程考试结果的评价是：“这班学

生理解能力强，如交流电复数表示法，过去有40％的学生跟

不上，现在看来80％～90％的学生跟得上，学生做作业的速



度也较快，估计要两小时完成的作业，他们一小时就做完了

。” (湖北省教育局调查组：《从一个年级的调查看大学生能

力的现状》，载《高教战线》，1982年第5期。)教育目标或

学习目的在未实现以前，还只是教师和学生的期望，期望与

目标是否一致，要不断地通过自我检查和教学评定来衡量。

为了实现终点目标，还要考虑完成学习活动的条件与方法，

按照学习要求形成学习习惯，例如读书的习惯、预习的习惯

，作摘要、写提纲、反复阅读多种资料的习惯，以及惯用的

学习地点和方式等。二、教学组织形式所要求的变化与特点

大学低年级的课程，主要包括公共课和基础课。这些课程的

特点是：一是比中学具有更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要求学生

提高分析与概括的能力；二是大班上课提问题的机会减少，

要记下一些问题自己钻研或课后提问；三是讲课速度较快，

教师讲解的顺序与教科书不一定完全一致，内容上有所取舍

，也有所补充，着重点也不同。学生听课时要摸清教师的思

路，抓住重点、难点，提高记笔记的能力。预习和复习是提

高听课的效果，抓好重点、难点，积极运用思维，深入理解

教材，形成有系统的观点和科学知识体系，培养学生自学能

力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对七所大学系的调查的结果来分析

，完全能够和基本上预习的占7％和20％，基本上不预习的

占48％，有时预习的占25％。这样就有约70％左右的学生不

预习或较少预习。课后复习和一般能够复习的共占82％，较

少和不复习的占18％，复习时结合思考的占75％，只有少数

学生使用反复记忆的方式，约占9％。这说明在复习方式上体

现了青年时期运用命题思维的特点。在预习与复习的时间上

，离上课时间近的占52％，远的占16％，不复习者占5％。有



的学生是预习时间近，复习时间远，复习时喜欢较长时间连

续进行的占38％，复习时间短而分散的只占5％。这说明较长

时间的连续复习略占优势。课后的复习要求学生阅读的内容

较多，还要指定一些参考书，依靠自己独立研究、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和归纳总结。习题课要改变中学习惯了的死套公

式的解题方法，加强了理论推导的课题，解题的难度也适当

加深，注意用文字、图表、数理计算等方法的表达能力。实

验是培养学生动手的技能和分析与解决实验过程提出问题的

能力，大学的实验要从教师指导下的演示方法逐步过渡到独

立地提出实验方案和完成实验，从以验证某一定律或原理的

实验过渡到形成科学的实验。在大学阶段教学的各种组织形

式，都有不同于中学的变化和特点，怎样帮助大学低年级学

生在学习方法上适合这种变化，掌握大学的学习规律，是提

高大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关键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