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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一是高校学生的重要过渡阶段,对大学生涯甚至今后终身的学习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生物科学专业

新生在专业选择、专业认识和评价以及大一期间的学习状态方面的调查问卷,比较分析该专业师范生与非师范生

在学习动力和方式等方面的异同,以期了解学生的个人能力和兴趣,促进教师在教学、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和学院在

专业课程设置及管理方面的合理优化,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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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才培养教育使命是“四个教育”,其中之一是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在执行教育过程中,“以
人为本,因材施教”是需要把握的原则之一,制定各类教学计划、方案也应在充分了解学生学情的前提下进

行.目前针对大学生的学情分析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深度学习水平及相关因素研究[1],学情的影响因素及

发展等[2],少有针对大一新生的专项研究.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新生的健康、心理、经济状况等[3-5],却往往

忽略了大一学生对专业学习也存在盲区[6].大一是学生从长达12年的中小学应试型、被动式学习向发挥主

观能动性的主动学习过渡的重要阶段,会对整个大学生涯,甚至对终身学习的理念、态度、方式、途径等产

生极大的影响.高校的教学制度与中小学不同,学生无固定教室进行日常学习.为了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设立兼职班主任而实现以班级为基本单元的管理和教育是目前国内高校普遍采用的方法,这对于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7].高校班主任的工作内容主要定位在对班级学生学习的指导,对学生心理健

康的教育和引导学生明确包括时间、目标、消费和社会交往等的自我管理等方面[8].若要该制度能有显著

效果,还需要回到“以人为本”的原则上,即充分了解学生各方面的情况.
生物科学是以培养能开展生物学基础研究及教学人才为目标的学科.中学阶段,学生对生物学就有一

定的了解,但真正开始生物学的系统学习,则是在成为高校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之后.本文以西南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的大一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比较分析两类学生对专业的认

识以及他们的学习能力、学习动力来源和学习方式等,以期在教育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帮助教师了解学生

的实际学习情况,清楚学生的个人能力及兴趣,有利于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和班主任工作方案和对策等方

面加以改进,促进学院对专业课程设置、管理的合理优化,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1 调查对象、内容和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西南大学某届大一(下)临近期末的生物科学专业师范及非师范所有学生,其中师范

生包括公费和普通师范生(表1).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①影响学生高考时专业选择的因素(Q1~Q3);

②对专业的认识与评价(Q4~Q7);③大一期间的学习状态(Q8~Q15).发出问卷195份,其中师范生

90份,非师范生105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79份,其中师范生86份,非师范生93份.
调查数据经整理后,运用GraphpadPrism软件的χ2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表1 问卷调查表及大一学生对每题目答案的选择情况

内容 题号 问题内容
答案选择

非师范生 师范生

专业选择

Q1 您现在所选的专业是您高考志愿的第几志愿 1.00 1.00
Q2 您当初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1.08 1.27
Q3 高中时,您表现最为优秀的是哪门课程 1.67 1.60

对专业的

认识与评价

Q4 您对现在就读的专业满意吗 1.00 1.00
Q5 您怎么看待您专业所安排的课程 1.00 1.00
Q6 您认为所学专业前景如何 1.08 1.27
Q7 您认为将来会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59 1.17

学习状态

Q8 您的学习动力来自什么 1.39 1.34
Q9 您对课程的学习方式主要是什么 2.00 1.88
Q10 您是否有查找教材和书本以外知识进行学习的意愿 1.00 1.00
Q11 您了解以下哪些数据库 1.75 1.34
Q12 您喜欢在什么情况下学习 1.35 1.27
Q13 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什么 1.40 1.24
Q14 您平均每天学习专业相关知识的时间有多长 1.00 1.00
Q15 您觉得现阶段的学习压力如何 1.00 1.00

  注:答案选择指在不定项选择题中,每人在每题目选择答案的平均项数(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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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大一学生的专业选择因素比较

大部分学生目前所学的专业都是高考的第一志愿,师范生为62.79%,非师范生为58.06%.对于填报

志愿专业的选择,非师范生基于自己兴趣所占比例(51.00%)显著高于师范生的37.61%(p<0.05),师范

生受就业因素和亲朋好友建议的影响也较大,均为22.94%,其中为了方便就业的选择比例显著高于非师

范生(p<0.001),而非师范生受就业因素的影响比例最低,仅为4.00%.生物在高中学科分类体系中属于

理科,整体上,大多数学生的历史、地理、政治表现不够理想,而生物和外语则是他们在高中时的优势学

科,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略有差异.师范生在高中时期表现最好的一门学科为外语,所选比例达到26.09%,

其次是生物,为22.46%;而非师范生所选比例最高的学科为生物,达到25.81%,其次为外语(16.13%),

显著低于师范生(p<0.05),见图1.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高考英语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占高考总分的

比例分别为22.11%和21.59%.由此可见,虽然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外语水平都不差,但师范生的外语水

平稍好.另外,非师范生选择数学、物理、化学这3门学科的比例均比师范生略高,师范生和非师范生高考

成绩中,理综分数占总分的比例分别为38.71%和39.28%,这些与问卷调查中大一学生的自我评价相

一致.

*表示p<0.05,***表示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1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生专业选择因素

2.2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大一学生对专业认识与评价的比较

进入大学后,大部分学生对目前所学的专业满意程度不高,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满意度分别为

48.83%和47.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图2.他们对于目前课程安排的满意度更低,认为很

合理的仅分别为2.33%和3.22%,认为比较合理的也仅有29.07%和29.03%;师范生选择不合理的比例

(34.88%)高于非师范生(25.81%).在就业前景方面,师范生的积极乐观度高于非师范生,但大部分学生

都认为一般,仅有12.90%的非师范生和18.60%的师范生认为就业前景很好.84.16%的师范生就业意愿

为中学生物教师,极显著高于非师范生(p<0.0001),其次是考取生物类研究生(6.93%);而非师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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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意愿更多向,37.16%选择考取生物类的研究生,其次是中学生物教师,为23.65%,跨专业考研以及

到公司工作的选择率均达到10.81%;无论是本专业还是跨专业考研,非师范生的选择比例均极显著高于

师范生(p<0.01).师范生从未考虑过就业问题的比例(0.99%)小于非师范生(4.73%).

**表示p<0.01,****表示p<0.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2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大一学生对专业认识与评价的调查结果

2.3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大一学生的学习比较

根据Q8~Q15的问卷调查,形成了图3所示结果.进入大学后,非师范生选择以兴趣为学习动力的比

例为41.09%显著高于师范生的30.43%(p<0.05);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以毕业为学习动力的比例分别为

33.04%和24.03%;两类学生以就业和其他原因为学习动力的选择比例相当,但选择以就业和毕业为动力

的比例之和则是师范生显著高于非师范生(p<0.05).两类新生均主要以教师课堂授课和课下自学教材作

为学习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选择比例均在70%以上;非师范生通过图书馆和网络资料学习的比例

(22.04%)高于师范生(17.29%),这与他们是否有学习教材以外知识意愿的调查结果相吻合:非师范生选

择“很想,并在积极寻找”的比例为34.41%,极显著高于师范生的17.44%(p<0.01);非师范生选择“不
想”的比例为12.90%,也低于师范生的20.93%.这种意愿也表现在非师范生对专业数据库的了解更多,

而对CNKI(知网),万方,维普,Webofscience(ISI),NCBI这几个常用的数据库一个都不了解的比例只

有8.59%,极显著小于师范生的29.57%(p<0.0001);同时选择了解CNKI,万方,ISI数据库的比例也为

非师范生显著高于师范生.并且非师范生对已知数据库的选择比(每人选择的单项数)达到1.75,即每位学

生了解1.75个数据库,而师范生的选择比为1.34.在学习的方式上,两类大一学生都更喜欢一个人独自学

习,选择率都大于50%,高于课堂学习的比例.在时间的安排上,虽然绝大部分新生的时间都是在进行专

业知识的学习,但非师范生选择用于娱乐的时间比例(30.00%)显著高于师范生的19.63%(p<0.05).相
应地,师范生每天用于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长大于8h的有43.02%,也高于非师范生的35.50%,但每天的

学习时间大于12h的非师范生有5.38%,高于师范生的2.32%.在学习压力上,师范生选择压力很大的比

例为29.07%,显著高于非师范生的11.83%(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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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3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与非师范生大一期间学习状态的调查结果

3 讨论与建议

培养创新型人才、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目前高校在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出发点[9-10].批判性

思维是创新的前提,是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11],也是理工科大学生创新得以实现的驱动力[12].
学习兴趣是大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也对创新学习与创新人才成长极为重要[13].批判性思维与多种因素有

关,其中之一为学习兴趣强弱,如在某一领域学习兴趣强的学生,其批判性思维水平也更高[14].因此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则优先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教育教学改

革,才能让学生的学习有实质性的改变.

3.1 西南大学生物科学师范生与非师范生都具有较强的学习兴趣,具有较大的培养潜能

综合高中阶段的学业状况、高考选择专业的影响因素以及被录取的志愿,可推测在进入大学前,该校

大部分生物科学新生对生物是具有良好的学习兴趣的,并且外语水平较好,对于逻辑思维要求较高的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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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科的学习能力较强,因此具有较大的培养潜能.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所学学科有关,理科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也强于护理、教育等专业[15].由此推断,高中时期学生各科的表现差异也会体现在进入大学后的思

维方式上.已有的研究表明,高考成绩与大一新生的理科性质如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的期末成绩直接相关,

而与文科性质如大学英语、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不相关[16].因此,理综成绩略优的非师范生在逻辑、

推理、批判性思维等方面可能略强于师范生.
3.2 生物科学师范生的“间接兴趣”较浓,可从培养“直接兴趣”出发,加大逻辑思维、知识整合能力的引导

和训练

学习兴趣可分为由学习过程本身引起的“直接兴趣”和着眼于学习结果而引发的“间接兴趣”,前者是学

习的原动力,而后者是保持学习毅力和恒心的条件,两种兴趣都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17],这两种兴趣对

于学生,可分别理解为“想学或喜欢学”和“要学或不得不学”.
从专业选择、高中和进入大学后的学习等方面结果显示:师范生毕业促进的学习动力相对于非师范生

较大.师范生由于其特定的属性,人才培养方向明确,学生的就业和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也很明朗,职业使

命感也浓[18].进入大学后,这类学生会朝着这一目标进行相关的学习和训练,因此“间接兴趣”很浓.这种目

的性较强的学习,会让他们努力去学习并记住某些知识点,训练某种容易外现化的技术技能,但这种学习

方式极有可能会忽略掉知识本身的乐趣而缺乏学习的“直接兴趣”,因此他们表现出对课程以外的生物学相

关知识的学习意愿较弱,对可以拓展知识的数据库了解少等现象,容易导致学生缺乏对知识的深度思考,

并进一步引发逻辑不严密、缺乏知识的整合和综合运用能力等问题.教师在学生的学习中具有引导作用,

教师知识面的广度,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能力可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19].如果授课教师缺乏对该门课程的直

接兴趣,那么他所教授的学生也难以对这门课程产生浓厚兴趣.因此对于师范生的教育,应在现有的基础

上,一方面要加强师范生的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还应在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从培养“直接兴趣”出发,加

强对逻辑思维、知识整合能力的引导和训练.如删减教学内容中部分繁琐知识点的讲授,从系统性、完整性

和比较性入手,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增加经典生物学研究案例在发现、假设、实验、分析、推理上的探

讨等.
3.3 非师范生内部容易出现两极分化,可采取能同时有利于维持“直接兴趣”和提高“间接兴趣”的一些措施

结合非师范生的专业选择因素、自我评价等结果,虽然他们就业的不确定性更高,但他们对所学专业

选择“满意”的比例却更高,说明非师范生学习的“直接兴趣”是比较浓的,有更多的学生是真正喜欢生物科

学的.基于此,他们有更强的拓展自己知识面去寻找更多的学习途径和方式的意愿,体现在对教材以外知

识的渴求度高和对专业相关数据库的了解较多等方面.研究表明,他们在大一期间的时间安排上,用于娱

乐的时间更多,部分学生已经出现了较强的惰性,也有少部分学生表现出极度的刻苦,每天用于学习的时

间大于12h,说明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大一已经出现.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其成因可能有3个方面:①个人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差;人生规划不明确、理想信念缺失;缺少专业兴趣,主体性弱化.②学校课程

设置不合理,部分教师教学态度不端正,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体系较为陈旧.③社会方面:错误思想的消极

影响,家庭良好教育与引导的缺失,就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冲击[20].学习的惰性与学习动机负相关,

制约大学生形成积极学习动机的因素有:学习目标不明确、学校管理方式欠妥、学校条件限制、课堂教学

方式死板、专业与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等[21].关于学习惰性和动机这些因素均可划归到主观和客观因素两方

面,一般情况下,若主观上学习动力强,客观上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在本次调查中,非师范生对专业设置

和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比师范生高,说明在客观上存在影响学习的因素不大,主要问题则是主观上目标不明

确等影响因素.虽然非师范生选择学习压力很大的比例显著小于师范生,但实际上,目标不明确、就业方向

不确定等因素成为一种隐形的学习压力.在与“直接兴趣”共存时,一部分学生明白他们需要扩展自己的知

识来提升自身的能力,形成强烈的“间接兴趣”,因此学习态度积极并非常刻苦,成为优秀学生;而另外一

部分学生,可能本身的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加上规划不明、目标不清,在茫然中形成了学习惰性,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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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兴趣”,并慢慢影响到自己的“直接兴趣”,成为学习困难生,专业内部的两极分化也由此形成.因此,

要想提升培养非师范生的总体质量,就应该在大一新生时期,采取一些同时有利于维持“直接兴趣”和提高

“间接兴趣”的措施,如在非师范生中建立除辅导员和班主任以外的学业导师制度,通过辅导员、班主任、

学业导师共同努力,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尽早树立自己的远大理想,从而明确建立适合自

己的学习目标.
另外,接近50%的非师范生在大一时就决定去考研,对这部分学生在培养上,不仅要求他们要具备坚

实的基础和专业知识外,更要具备创新思维和能力以及必要的基本素质,如对待数据的严谨性、求实性和

批判性等.另外,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以及透彻的观察力也是促进重大发现的前提条件.从非师范

生中筛选出真正适合科研工作的学生并进行有力的培养,提高他们的科研素养和技能,将有助于推动生物

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在非师范生中建立学业导师制,让学生在导师的团队中学习,不仅学院多了一个渠

道了解学生,同时学生也增加了对当今科学研究的了解维度,在实验室的氛围中,通过潜移默化而打下科

学研究的基础和素养.

3.4 在调整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调整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的方式选择上,师范生和非师范生选择课堂学习的比例均在30%左右,50%以上都选择了个人

自学,这提示大学课堂学习的效果并不能让学生很满意.以我国9所高等师范院校生物科学专业的大四学

生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毕业年级学生上课的动机主要是课程内容是否满足兴趣以及是否有用,另外授课

教师的个人魅力和教学艺术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2].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提升混合式教学的学

习成果[23].因此,高校及任课教师需要采取一些能提升课堂学习效果的手段,如将专业知识与生活实用性

和趣味性有效结合,以及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通过多元的教学手段来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参与度.

4 小结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而教育终究要回归到人,实施以人为本的差异化教育.高校生物科学专业的

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对专业的认识与评价不同,在学习兴趣、学习状态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两类学生在学

习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师范院校生物科学专业的师范生与非师范生,应根据他们的差

异,开展不同的教育教学改革.师范生在注重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技能的同时,要加强他们发现、分析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非师范生内部的差异大,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应建立合理的机制,充分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尽早树立远大的理想,从而明确建立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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