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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学习调查大学生学习调查大学生学习调查大学生学习调查    

1.1.1.1.调查样本调查样本调查样本调查样本    

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4 月-5 月，共回收 133069 份有效问卷，涉及

385 所本科高校。 

图 1 大学类型分布 

图 2 学生年级分布 

图 3 学校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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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性别、学科等分布情况 

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性别 
男生 38.40 

女生 61.60 

学科 
人文社科 49.10 

理工农医 50.90 

生源地 
农村 54.40 

城镇 45.60 

学校隶属 
公办院校 64.86 

民办院校 35.14 

2.2.2.2.调查结果展示调查结果展示调查结果展示调查结果展示    

（1）总体情况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学习体验 4.31 学业自我概念 3.73 职业自我概念 3.84 基本心理需求 4.07 学业自我效能感 4.10 学习压力 2.58 学习投入 3.90 通用能力 3.65 专业能力 3.72 学习满意度 3.87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整体上整体上整体上整体上，，，，各方面学习状况较好各方面学习状况较好各方面学习状况较好各方面学习状况较好    
� 学习体验学习体验学习体验学习体验、、、、学业自我效能感高学业自我效能感高学业自我效能感高学业自我效能感高，，，，学业压力适当学业压力适当学业压力适当学业压力适当    
� 能力增值能力增值能力增值能力增值、、、、自我概念存在不足自我概念存在不足自我概念存在不足自我概念存在不足 注：表中绿色表示该指标表现比较好，红色指标表示该指标表现不佳（下同）。 
（2）大学生对学习经历的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学校提供了校园比赛或者活动的机会 4.42 老师在教学时能够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4.41 老师教授内容合理 4.39 老师清楚解释课程目标和要求 4.38 老师会经常鼓励我们发言 4.38 老师支持社会实践（调查）或实验 4.38 我能感受到老师非常热爱教师这个职业 4.35 老师教学组织合理 4.34 老师的考核方式合理 4.33 上课时，老师注重启发我们思考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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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师的关系非常融洽 4.33 学校提供了充分的劳动教育课程、实践或活动 4.32 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情况能够给予有益的反馈 4.31 老师会努力提高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4.28 学校的图书资源（含电子图书资源）很丰富 4.27 学校鼓励不同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背景的学生交流 4.25 学校提供了充分的学业支持 4.23 学校有足够的的教学空间 4.22 学校提供了跨学科学习的机会 4.09 学校的计算机资源很丰富 4.08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课内体验好于课外体验课内体验好于课外体验课内体验好于课外体验课内体验好于课外体验    
� 认可课堂教学和教师认可课堂教学和教师认可课堂教学和教师认可课堂教学和教师    
�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较好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较好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较好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较好    
� 学校资源和支持不够学校资源和支持不够学校资源和支持不够学校资源和支持不够 

（3）大学生自我概念与效能感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 4.22 不管我的学习成绩好与坏，我都从不怀疑自己 4.04 我认为我能够在课堂上及时掌握老师所讲授的内容 4.03 我清楚自己应该往哪些职业方向去发展 3.85 我了解未来职业所接受的专业知识技能 3.84 我现在有明确的职业目标 3.83 和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 3.79 和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 3.72 和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对所学的专业了解更广 3.69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大学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大学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大学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大学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    
� 学业自我概念较低学业自我概念较低学业自我概念较低学业自我概念较低 

（4）大学生自我感知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和熟悉的人在一起时，我能感受到温暖的感觉 4.29 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我觉得和他们有一种亲切感 4.21 对于那些我在乎的人，我觉得他们有在关心着我 4.18 我有信心自己能把事情做好 4.12 我觉得我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4.00 对于那些在乎我和我在乎的人，我觉得我和他们很亲近 4.09 我感觉我所做的选择反映了我真实的想法 4.03 我感到我能成功完成有难度的任务 4.01 我觉得自己做事能力挺强的 3.99 我感觉我做的事情都是我真正想要做的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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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我一直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3.96 对于我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可以自由进行选择 3.94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归属感较高归属感较高归属感较高归属感较高    
� 自主性较差自主性较差自主性较差自主性较差 

（5）大学生感受压力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和同学的学业竞争让我压力很大 3.24 考试给我很大的压力 3.16 老师对我的学习要求很高 3.08 我的作业量太多 2.91 父母对我不切实际的期望让我压力很大 2.83 课程负担对我来说太重了 2.82 我时常感到焦虑 2.48 我时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 2.41 我常常觉得提不起精神 2.37 与老师关系紧张 1.97 与同学关系紧张 1.92 与家人关系紧张 1.81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学业压力较大学业压力较大学业压力较大学业压力较大    
� 人际关系较好人际关系较好人际关系较好人际关系较好 

（6）大学生应对压力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3.82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做其他事（阅读、看书等） 3.74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帮助缓解 3.73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寻求他人帮助 3.70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向他人倾诉 3.67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正面看待问题 3.65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咨询遇到类似问题的人 3.61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假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2.68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想要放弃 2.53 遇到压力或问题时，我会怪自己或者别人 2.42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较多主动应对压力较多主动应对压力较多主动应对压力较多主动应对压力、、、、较少消极应对压力较少消极应对压力较少消极应对压力较少消极应对压力 

（7）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行为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遵守课堂纪律，不迟到、早退或旷课 4.52 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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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学合作一起完成课程作业或项目 4.34 参与小组（或团队）合作学习 4.31 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难以理解的课程内容 4.23 做好课程准备或完成作业再去上课 4.21 与老师讨论自己的学业表现 3.91 课后主动与任课老师交流 3.8 告诉老师我对课堂学习的看法 3.76 修读跨学科课程 3.21 参加科创项目 3.20 参加研究课题 3.18 参加境内交流学习 2.92 参加境外交流学习 2.49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积极投入课程学习积极投入课程学习积极投入课程学习积极投入课程学习    
� 师生交流有待加强师生交流有待加强师生交流有待加强师生交流有待加强    
� 课外课外课外课外、、、、科研科研科研科研、、、、跨学科跨学科跨学科跨学科、、、、交流比较不足交流比较不足交流比较不足交流比较不足 

（8）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认知和情感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我觉得自己属于学校的一份子 4.32 在校园里我感到很安全 4.32 学习时试图得出自己的想法 4.15 学习时注意与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学习相联系 4.11 阅读时试图理解作者的意图 4.11 我喜欢参与学校的活动 4.08 对所学的内容充满好奇 4.05 学习能让我获得强烈的满足感 4.04 努力学习是因为对学习有兴趣 3.96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对学校认同感较高对学校认同感较高对学校认同感较高对学校认同感较高    
� 采用深层学习方式采用深层学习方式采用深层学习方式采用深层学习方式    
� 学习动机有待加强学习动机有待加强学习动机有待加强学习动机有待加强 

（9）大学生能力增值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4.02 团队合作能力 3.90 自我反思能力 3.87 人际关系能力 3.82 负责任的决策能力 3.77 专业技能 3.76 专业思想 3.74 口头表达能力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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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能力 3.69 阅读、理解专业文献资料能力 3.65 创新能力 3.54 写作能力 3.52 跨文化理解能力 3.42 外语应用能力 3.31 量化能力 3.25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自我规制能力强自我规制能力强自我规制能力强自我规制能力强    
� 基本读写素养较差基本读写素养较差基本读写素养较差基本读写素养较差 

（10）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学校的教师 4.16 学校的同学 4.15 学校的文化 4.07 学校的教学 4.04 学校的环境 4.03 学校的课程 4.00 学校的管理和服务 3.95 整体上，您怎么评价您在学校的教育经历 3.87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对教师和同学满意度较高对教师和同学满意度较高对教师和同学满意度较高对教师和同学满意度较高    
� 对学校管理服务满意度较低对学校管理服务满意度较低对学校管理服务满意度较低对学校管理服务满意度较低 

3.3.3.3.调查小结调查小结调查小结调查小结    

 大学生整体学习状况良好，学习体验较好，学业自我效能感高，自

我感知正面，学业压力适当，能力增值、自我概念存在不足。 

 教师教学能力得到加强，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升，学生认可度和满

意度高，尤其对教师教学评价较高。 

 信息技术越来越深度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课堂革命积极推进之中。 

 学校的资源（教学空间、图书和计算机资源）和支持（跨学科）还

需要加强，管理服务满意度不高。 

 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高，但是基于同伴对比的自我概念较低；具有

较强的归属感和人际关系，但是自主性不足。 

 学生学业压力较大，应对压力方式比较积极主动。 

 课程学习投入多，采用深层学习方式，但师生交流、学习动机有待

加强，课外投入（科研、跨学科、交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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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规制能力强，基本读写素养差。 

 院校对比： 

学校层次越高，分数越低，双一流大学学生各方面评价低； 

普通本科学习体验和满意度最好，压力也大； 

新建本科和独立学院自我感知、学习投入和能力发展好。 

 性别对比： 

女生所有指标都低于男生。 

 年级对比： 

大一新生存在适应问题，大二学生压力大，大学增值效应显著。 

 学科对比： 

人文——整体得分最高。 

理科——问题较多，理科学习压力大，整体得分最低。 

社科——学习压力小，特色少，不明显。 

工科——整体得分较高，但专业有待加强。 

农科——体验好，满意度、压力最高，其他较低。 

医科——重视专业教育，通用能力不足，压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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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师教学调查大学教师教学调查大学教师教学调查大学教师教学调查    

1.1.1.1.调查样本调查样本调查样本调查样本::::    

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4 月-5 月，共计调查 221 所本科高校，8255

名大学教师。教师平均年龄 41 岁，平均教龄 13.5 年。 

图 4 大学类型分布 

图 5 教师学历分布 

图 6 教师职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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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师性别和学科分布情况统计 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占比占比占比占比（（（（%）））） 性别 男性 41.3 女性 58.7 学科 人文社科 51.1 理工医科 48.9 
（1）总体情况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教学体验 3.76 教学自我效能感 4.21 工作压力 2.84 教学投入 4.61 教学效果 4.33 工作满意度 4.22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整体上整体上整体上整体上，，，，各方面教学状况较好各方面教学状况较好各方面教学状况较好各方面教学状况较好    
� 教学投入较多教学投入较多教学投入较多教学投入较多    
� 教学效果较好教学效果较好教学效果较好教学效果较好，，，，满意度高满意度高满意度高满意度高，，，，    
� 教学自我效能感高教学自我效能感高教学自我效能感高教学自我效能感高    
� 工作压力适度工作压力适度工作压力适度工作压力适度    
� 教学体验有待加强教学体验有待加强教学体验有待加强教学体验有待加强 

（2）大学教师对教学环境的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学校/学院提供机会让我观摩其他同事的教学 4.16 我所任教课程班级的学生人数适当 4.14 学生积极参与到我的课程中来 4.09 我了解班上学生的基本情况 3.99 同事之间会分享教学经验 3.95 学校/学院对教学表现优异的教师给予奖励或表彰 3.73 教研室（组）经常一起进行备课或研讨 3.73 学校/学院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 3.61 在我的教学遇到困难时，学校/学院会提供帮助 3.58 学校/学院提供了充分的教学资源 3.56 学校/学院为教学提供的管理和服务及时、有效 3.5 学校/学院为教学团队建设提供支持 3.46 学校/学院在职称评定的时候越来越重视教师 3.37 相比于科研，学校/学院更重视教学 3.33 学校/学院在制定教学政策时重视教师的意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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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对同事交流和学生参与感知较好对同事交流和学生参与感知较好对同事交流和学生参与感知较好对同事交流和学生参与感知较好    
� 学校对教学重视不够学校对教学重视不够学校对教学重视不够学校对教学重视不够    
� 对教师意见重视不够对教师意见重视不够对教师意见重视不够对教师意见重视不够    
� 学校提供支持和服务不够学校提供支持和服务不够学校提供支持和服务不够学校提供支持和服务不够 

（3）大学教师的教学自我效能感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我相信自己能清晰地解释教学内容 4.57 我对自己的教学能力很有信心 4.48 我相信自己能很好地回答学生提出的困难问题 4.44 我相信自己能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4.37 我相信自己能培养学生高阶的能力和素质 4.33 我相信自己能让学生学会困难的知识 4.22 我相信能让学生一起合作学习 4.22 我相信自己能够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 4.22 我相信自己能设计并使用合适的教学评价策略 4.21 我相信自己能让学生完成困难的学习任务 4.14 我相信自己能让学生一直保持较高的专注力 4.12 我相信自己能应付学习最困难的学生 4.05 我相信自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即使是那些能力偏差的学生 4.02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教学能力自信心强教学能力自信心强教学能力自信心强教学能力自信心强    
� 应对困难学生不足应对困难学生不足应对困难学生不足应对困难学生不足 

（4）大学教师对感受压力的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学习新技术、新思想、新挑战/技能/创新等相关工作过多 3.54 与教学无关的事务工作过多 3.58 下班后的研究工作过多 3.18 需要批改的作业和论文太多 2.97 缺乏与大学管理部门/人员的咨询和沟通 2.94 教学时间表太紧 2.89 工作中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 2.80 经费或培训不足，无法继续学习 2.77 教学时间过长 2.70 我认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不足 2.69 工作压力影响我与家人的关系 2.65 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被低估 2.40 我经常感到被孤立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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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12.1%12.1%12.1%12.1%压力来自教学压力来自教学压力来自教学压力来自教学，，，，81.8%81.8%81.8%81.8%压力来自科研压力来自科研压力来自科研压力来自科研，，，，6.1%6.1%6.1%6.1%压力来自家庭压力来自家庭压力来自家庭压力来自家庭    
� 专业成长和创新压力大专业成长和创新压力大专业成长和创新压力大专业成长和创新压力大    
� 无关事务影响教学无关事务影响教学无关事务影响教学无关事务影响教学    
� 人际压力小人际压力小人际压力小人际压力小 

（5）大学教师对教学投入的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在教学过程中，我会全力以赴 4.72 在课堂上，我会关心学生的问题 4.72 在教学过程中，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4.69 课前我花充足的时间认真备课 4.68 在教学过程中，我十分专注我的工作 4.67 在课堂上，我会关注学生的感受 4.66 我会根据每次课堂教学内容准备合适的教学材料 4.65 在学校，我愿意帮助我的同事们 4.64 我在教学中会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4.64 在课堂上，我会理解学生的立场 4.63 我热爱教学 4.61 我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61 我认真设计教案 4.6 在学校，我很珍惜与同事的关系 4.59 我会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4.57 我认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4.56 在学校，我关心同事们遇到的问题 4.45 我在教学时感到开心 4.44 我对教学感到兴奋 4.41 我会对学生学情进行调查和分析 4.30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74.9%74.9%74.9%74.9%将更多时间用于教学将更多时间用于教学将更多时间用于教学将更多时间用于教学，，，，25.1%25.1%25.1%25.1%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    
� 平均周课时数为平均周课时数为平均周课时数为平均周课时数为 9.539.539.539.53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日教学时长为日教学时长为日教学时长为日教学时长为 5.235.235.235.23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 教学投入不低教学投入不低教学投入不低教学投入不低    
� 教学比较专注教学比较专注教学比较专注教学比较专注    
� 教学热情和学情分析有待加强教学热情和学情分析有待加强教学热情和学情分析有待加强教学热情和学情分析有待加强 

（6）大学教师对教学质量的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按照我设计的课程计划，我的课程保质保量 4.55 回顾一门课程的整体教学情况，我设计的课程符合预期 4.42 学生对我课程评教的分数符合我的预期 4.30 学生课程总体学习结果符合我课程设计的预期 4.30 我的教学质量得到了单位和学生的认可 4.29 其他同事愿意来旁听我的课，并愿意向我请教备课方法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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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自评教学质量较高自评教学质量较高自评教学质量较高自评教学质量较高    
� 同事教学交流有待加强同事教学交流有待加强同事教学交流有待加强同事教学交流有待加强 

（7）大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评价 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观测点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如果让我再次择业，我还会选择大学教师职业 80.9 5.6 在许多方面，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已经达成愿望 79.5 5.5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感到非常满意 79.4 3.8 整体上，我满意现在的工作 77.9 5.3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 职业认同感高职业认同感高职业认同感高职业认同感高    
� 整体满意度高整体满意度高整体满意度高整体满意度高 

3.3.3.3.调查小结调查小结调查小结调查小结    

 整体状况良好，教师教学投入高，教学效果有保障，工作压力适当，

工作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同事和师生关系，学校对教学重视不够，对教师意见重视

不够，提供的支持和服务不够。 

 感受到专业成长的压力，无关事务影响教学。 

 对自身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有信心，教学投入多，教学热情不高。 

 职业认同感和工作满意度高。 

 学校对比： 

整体上，学校层次越高，得分越低； 

非双一流大学教师教学指标更好，一流大学需要引起重视； 

新建本科和独立学院教学负担较重； 

独立学院工作压力最小，新建本科工作压力最大。 

 性别对比：女教师除了工作压力之外，其他指标都好于男教师。 

 职称对比：职称越高，教学体验和负担越轻；教学自我效能感、工

作压力、教学投入、教学效果和满意度越高。 

 专业对比：人文教师各项指标最好；人文社科比理工科教学负担重，

工科教学负担最少,理科压力最大。 

 学历对比：学历越高，得分越低；硕士学历教学负担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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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 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内涵显著加强，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2. 课堂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信息技术加速融入教学，教学效果凸显。 

3. 师生教与学的体验和满意度较高，对学校和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高。 

4. 师生重视教学，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投入较多。 

5. 学校资源、管理服务、政策有待加强；课外学习投入不足。 

6. 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效能感高，但是动机存在不足。 

7. 院校类型差异：双一流大学的教学问题较大。 

8. 性别差异：女大学生的学习劣势，男教师对教学的重视和投入不足。 

9. 专业差异：理科师生教与学的问题。 

10.年级差异：大一新生适应问题，大二学生压力大。 

11.职称学历差异：教授、博士教学工作量不足，新教师教学能力问题。 

� 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对策建议    

1. 重视学情和教情调查，确定核心指标，建立追踪数据库。 

2. 深入挖掘数据，刻画群体特征，分析影响机制。 

3. 重视教学，加强教学资源、管理服务和支持，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和氛围。 

4. 减少无关事务对教学的影响，提升教学动机。 

5. 重视学生课外学习投入和自主性，提升深层学习动机，采用多元评

价方式。 

6. 加强大学生的基本读写能力素养。 

7. 基于院校、性别、专业、年级、职称等特征，采取针对性措施。 

8. 重视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加强新教师教学培训，提升教学能力。 

9. 重视双一流大学学生的学习体验和评价问题，挖掘背后原因。 

10.丰富调查方式和指标，全面刻画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摘编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郭建鹏教授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