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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学生的学习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的

。在微观方面是指影响大学生心理活动的内部因素，其中包

括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在宏观方面是指制约微观变量发

展的管理与社会因素。一、大学生学习的智力因素智力是综

合了知觉、记忆、思维、语言理解和数运算等而形成的统一

的能力来进行活动的。高等学校各门课程的学习都需要把观

察、记忆和理解联系起来，因为，“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

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

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

《神圣家族》。）观察具有两个因素：知觉因素和思维因素

，在观察过程中怎样对知觉对象进行分析，既有知觉作用，

也有过去的经验和理解的作用。大学生的观察更富有目的性

和系统性，能区分主要特点和次要特点，能与思维密切的结

合起来，组织观察程序，周密地对现象进行分析。在观察时

，大学生的视觉注意广度，根据一项对大学生一、二年级文

、理科及男女性别各半的测查结果表明，在呈现画有随机分

布的3～12个点子的卡片时，如呈现时间为1/20秒，一般能注

意到8～9个（白色背景上的）黑点；如呈现时间为1/50秒，则

只能注意6～7个黑点。大学生的视觉注意广度与中、小学生

比较，正确估计的百分数都高于中、小学生。（杨广兴、林

镜秋等的实验报告。）在上述同一实验中，对大学生70人，

以数字为测试材料，测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数字的记忆广度



，正背时为8.6个数码，但个别差异较大，一般不低于5个数码

，也不高于11个数码。这与通常认为的7±2稍大，而与奥伯

利（H.S.Oberly）实验中提出的8.7个相近。倒背的数字约

为5.3个数码，一般不低于3个，也很少超过8个。理解是在观

察过程中以知觉材料为基础，分析与综合事物的关系与联系

的积极的思维活动，对知识的理解要通过记忆，记忆过程包

含着相当复杂的智力活动，就记忆与思维的关系来说，在心

理发展的初期阶段，记忆占显著地位。实际上在幼年期人们

把许多思维活动归结为记忆。记忆与思维始终是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记忆的方式与思维的方式彼此是相适应的。经验思

维和理论思维是本质上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前者是在观念

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的属性和特点的比较而形成的，少年期

的思维主要是经验思维，与此相适应的是以形象记忆和机械

记忆的方式表现出来，逻辑思维与记忆正处于形成过程。后

者是通过对事物的关系的分析而进行的思维，在青年期随着

理论思维的发展，语词逻辑记忆也向高水平发展，理论思维

能把记忆课题改造为认识性课题，大学生在熟记时，能抓住

主题、标出重点、编拟提纲、写出摘要，把新材料与已有的

知识经验组合起来，学习方法的改变使记忆的方式也发生了

变化，逐渐改变了中学时代把记忆课题仅仅当做记忆任务的

方式。二、大学生学习的非智力因素影响大学生学习的除了

认知因素以外，还有非智力因素，其中包括学习兴趣、态度

、情绪、意志、性格等因素。（一）愿望或理想是推动学习

的动力因素根据我们对七所大学八个系学生的调查（参阅赵

鸣九：《大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活动的心理特点》，见《西北

五所高师院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88年版。），这七所大学的学生的专业学习与自己的愿

望、理想能够或一般能结合起来的占75％，较少或不能结合

的占25％。（二）注意力集中与否与阅读和作业完成的效果

有密切的关系调查中反映出能够聚精会神地阅读和完成作业

的占65％，注意力不集中的占6％。自习时注意力能够很快地

集中起来的占46％，而自习时喜欢空想或有时空想的则占40

％，这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他们对不愿学习的科目基

本上是不用心听课的，这项人数约占43％，其中有认识因素

，也有情绪、兴趣和意志的因素。（三）大学生在学习上自

制力和探索问题的坚毅精神很强他们能在无人督促的情况下

完成学习计划的约占72％，在不留作业的情况下也能复习功

课；缺乏自制力的占4％～14％。在探索毅力上，喜欢追根问

底的占50％，不追根和较少追根的占3％和12％。当学习和工

作中发生错误时，追究原因的占70％，不追究原因的占2％

和11％，在这个年龄时期，他们坚持或较能坚持自己的观点

。改变观点很快和较快的只占2％和9％，在完成任务的速度

上一般较快，约占85％。坚强的毅力主要表现在努力实现自

己的学业成就目标（这里不是泛指人生的目标），对这项问

题的回答，表示坚持或较能坚持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者占55

％，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者仅占2％和12％。这个问题又与大

学生对自己将来的期望有关。其中期望高和较高的占64％，

期望较低的占6.5％，没有什么期望的占3.5％，期望一般的

占26％。这表明大学生努力实现学习目标并抱有较高期望的

占优势。（四）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性格特点从思想交流

方面来看，较愿意和经常与别人交换意见、想法的占52％，

不愿和较少与别人交换意见的占6％和16％，这说明这个年龄



阶段的大学生倾向于互相交换看法和观点。在自我评价方面

，注意别人对自己怎样估量的人占37％，不注意别人怎样估

量自己的占36％。在情绪方面，容易激动和紧张的学生占57

％，一般的占19％，不易激动的占10％，较少激动的占14％

。这说明情绪的激动性仍占优势。在考试前显得精神紧张的

已经是少数，约占5.5％和13.5%，但对考试分数（指及格以上

的分数）的好坏认真和较认真的占37％。大学生对知识和技

能的掌握，一方面受到智力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非

智力因素的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充分发挥非智力因

素的作用，也能取得比自己智商更高的同学所取得的优秀成

绩。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自己的智商虽高，但由于非智力

因素的影响，而降低了与其智商相符的成绩。例如，某校生

物系学生甲，女，22岁，单项智力测验量表分是常识13，理

解18，心算13，相似性18，背数10，译码18，填空14，积木图

案14，图片排列12，图像组合12，总分IQ127。考试成绩是：

人体解剖97分，植物生理94分。而学生乙，女，21岁，与甲

同班。单项智力量表分是：常识11，理解12，心算13，相似

性13，背数11，译码13，填图8，积木图案9，图片排列5，图

像组合9，总分IQ104。与甲同时考试的成绩是：人体解剖98

分，植物生理90分。两人的学习成绩相近，但智力的差距很

大。其中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显著。因为学生甲是系学生会生

活委员，活泼，爱唱歌，反应灵敏，兴趣广泛，喜欢看小说

和科普作品。由于社会工作和广泛的兴趣，而使学习课业的

时间减少。学生乙学习踏实，体质较差，患有心脏病，对学

习课业抓得很紧，较少看其他的书籍。学生丙，数学系学生

，男，21岁，学习成绩很差，补考过几门课程，但智商是118



分。原因是基础差，成绩低，有自卑感，喜欢打扑克，患神

经衰弱症，容易分心，上课或做作业时，思想只能在一定的

时间内集中。（引自黄桂芬、吴福元：《20～24岁青年智力

差异的分析研究》，上海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印。）以

上两种情况都说明了非智力因素在掌握知识与技能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三、学习的管理与社会因素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

，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对各门学科的预习、复习，阅读参

考资料，参加集体活动、体育文娱活动，都要求有个长期计

划和短期安排。特别是大学生的机动时间较多，充分利用时

间，提高自学能力，就要制定计划，对学习加强管理因素。

根据我们对七所大学八个系的学生的调查结果如下。（1）制

定每学期（或每学年）的生活和学习计划的占41％，基本上

不制定计划的占33％，一般的占26％；在一天时间的利用上

，经常检查的占39％，基本上不检查的占30％；对假期的学

习时间，基本上不制定计划的占51％，制定计划较认真的

占17％，认真的占7％。（2）就计划的适宜程度来分析，学

习时间与其他活动时间的安排，协调的占51％，较不协调和

不协调的占17％；学习计划对自己的能力、兴趣、性格完全

适合和基本适合的占70％，较不适合和不适合的各占5％。这

项调查也可以说明学习计划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个性特点制

定的。（3）在生产实习或教育实践方面，具有规划布置和组

织管理能力者占45％，缺乏和较少者占23％，一般的占30％

。这说明组织管理能力在大学教育阶段，仍是值得注意培养

的问题。在工作顺序和保持作业整洁方面，只有4％不注意

，7％较少注意。（4）调查表明，在集体关系方面，大学生

注意参加集体活动的占72％，不注意的只占3％；在班级活动



中，同学之间的关系协调和较协调的占72％，小部分不协调

者占3％，不协调者占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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