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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今年 9 月起广东等四省进行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教学目标和学习方式发生

了巨大的变革。通过问卷调查高中理科学生学习心理、意识与学习行为是否能

应对新课程改革，仍存在哪些问题，发现过去传统教学方式与教学评价的优缺

点，初步给出一些教改的建议。 

关键词：学习主动性，学习自信心，学习积极性，学习潜力，课程改革 

 

将于今年 9 月起在广东、海南、山东、宁夏四省，进行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

新课程改革是顺应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下，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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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纲要”，提出 “进一步提高科学素养，满足全体学生的终生发展需要”为

高中教育培养目标，确立了三维课程具体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尤其强调培养科学探究学习方法与科学探究素养，同时指出

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有三个方面：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科学探究学习。 

教学目标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高中学生学习心理、意识与学习行为

是否能应对新课程改革？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基于上述问题的考虑，于

是从高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习自信心、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力设计问卷（见

附录），深入调查高中学生的学习心理状况，分析与研究高中学生在面对新课

程时是否具备良好学习心理，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从而反映过去传统教学方式

与教学评价的优缺点。 

此次高中理科学生学习心理与学习行为调查学校是广东省某实验中学（广东省

省一级重点学校，名牌学校），调查对象是高中 103 位学生（高一学生 53 人，

高二学生 50 人），分别在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学习主动性、学习自信心、

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力，对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描述统计，作了描述性的质性

评价，并给出一些教学建议。 

一、 学习主动性 

1．1 学习主动性调查问卷 

 总是 
经常

是 
较常 很少 否 

1．课前是否主动预习（ ）           

2．是否喜欢质疑问难（ ）           

3．是否进行有目的的课外阅读（ ）           

4．作业是否独立完成（ ）            

5．学习上是否从不满足（ ）           

6．你认为自己学习是否主动（ ）           

7．自习课做完了作业，你是（ ） 

A．用来复习课内知识  
B．用来看与课本有关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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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用来看小说  
D．作业做不完  
E．不知干什么  

8．你认为学习给你带来（ ） 
A．充实幸福感  
B．压力紧张感  
C．无可奈何感  
D．痛苦压抑感 

1．2 学习主动性调查描述统计表与图 

题号 A% B% C% D% E% 

1 6.7 7.8 17.5 45.6 22.3 

2 14.6 21.4 30.1 22.3 11.7 

3 15 20 26 22 17 

4 39.8 37.9 9.7 7.7 4.9 

5 19.8 20.8 16.8 24.8 17.8 

6 13.7 22.5 29.4 13.7 20.6 

7 23.8 24.8 7.9 33.7 9.9 

8 13.6 41.7 31.1 1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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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习主动性分析图表 

主动性 很强 强 一般 弱 很弱 

百分比 18.4% 24.6% 21.1% 22.9% 13% 

主動性強弱調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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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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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生学习主动性描述性的质性评价 

1－8 题对高中生学习主动性进行的调查发现，重点分析表格中涂上红色的数据

反映出来的信息： 

1 第 1 题统计数据显示现在的高中生尚缺乏主动性，其中课前主动预

习、有近 67.9%的同学很少和没有用课余时间学习；  

2 第 2 题：34%的同学很少或不喜欢对老师讲授的知识与课本知识产生

质疑问难，缺乏质疑与探索的意识；  

3 第 7 题：33.%的同学每天都做不完作业，学习负担较重，于是没有时

间阅读课外知识或者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4 第 8 题：更为突出的是有 85%以上的同学认为学习给他们带来压力紧

张、无可奈何和痛苦压抑的感觉，有个别同学甚至回答对学习已无任

何感觉，近乎麻木。  

5 近 60%（一般+弱+很弱）的同学主动性不强，表明他们没有学习的

兴趣与乐趣。 

上面调查数据无疑表明现行传统高中教学模式的失败，教育的目标是发展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具有好奇心与求知欲，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有质疑与探究

的意识，并培养终生的学习兴趣，然而调查资料给了我们教育工作者非常悲观

的现实。究其原因应该是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弊端，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是训练

学生解题，单一呆板机械的“生产流程”引起学生学习兴趣不足，不少学生还

是被动的、被压迫的学习，体会不到知识价值与学习价值，于是缺乏学习主动

性，不少学生觉得学习是无奈与痛苦压抑，这些都影响了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和

体验科学实验探究学习过程，而是被动地接受知识，造成课堂教学成为教师唱

独角戏、一言堂、缺少学生的声音的单向灌输式知识表演舞台。 

二、 学习自信心 

2．1 学习自信心调查问卷 

 总是
经常

是 
较常 很少 否 

9．学习上是否不怕困难挫折（ ）           

10．学习上是否充满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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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习上是否有明显的特长（ ）           

12．当想法与教师、书本不一样时，你是

否能求异创新，大胆质疑（ ）  
          

13．信心十足地学好各门学科（ ）           

14．下面哪些科目你有信心学好（ ） 

A． 语文 
B． 数学 
C． 物理 
D． 化学 
E． 生物 
F． 地理 
G． 历史 
H． 政治 
I． 英语 

2．2 学习自信心调查描述统计表与图 

题号 A% B% C% D% E% 

9 24.8 27.7 20.8 11.9 14.9 

10 22.8 17.8 30.9 14.9 13.9 

11 12.6 18.4 28.2 23.3 17.5 

12 17.5 20.4 26.2 22.3 13.6 

13 21.6 10.8 33.3 16.7 17.6 

  

14 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政治 英语 

人次 40 49 51 31 29 31 19 2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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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学习自信心强弱分析图表 

自信心 很强 强 一般 弱 很弱 

百分比 19.7% 19% 27.9% 17.8% 15.5% 

自信心強弱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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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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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生自信心描述性的质性评价 

9－14 题对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进行了调查与统计 ，有红色提醒希望关注的调查

结果，分析如下： 

1. 第 9、10 题：73.3%学生不怕学习上的困难与挫折，71.5%学生对自己

的学习充满信心，表明学生的学习个人内部激励机制较强，有信心经

过努力取得良好学习成绩；  

2. 第 12 题：35.9%以上的同学缺乏自信心，大多数学生不敢对老师、课

本的知识挑战，没有信心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大胆质疑和求异创新；  

3. 第 14 题人数统计结果显示有信心学好历史与政治学科很少，表明学生

学习偏科反映广东省高考制度的弊端，因为高考不考，学校和学生都

放弃了；  

上面调查资料分析，为什么出现调查分析结果前后相互矛盾呢？无疑表明现行

传统高中教学模式以及高考制度的弊端，学校、学生、家长过于关注高考终极

甄别筛选考试，于是造成学生学习偏科，知识不够全面。由于调查的对象是广

东省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有信心且努力，不怕困难与挫折，但他们坚

信教师与课本知识的权威，当想法与教师、书本不一样时，不敢求异创新，大

胆质疑，学生缺乏符合认知规律的、科学的思维品质，于是影响学生自主参与

课堂教学和在学习过程求异创新，科学探究精神。长期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

心理定势，造成学生不善于、不乐于自主科学探究与产生质疑，独立思考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将会严重受挫。 

三、 学习积极性研究 

3、1 学习积极性调查问卷 

 总是
经常

是 
较常 很少 否 

15．上课是否积极发言（ ）           

16．认为学习是自己该做好的事（ ）           

17．学习是否抓得紧（ ）           

18．学习目标是否明确（ ）           

19．是否对作业进行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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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课外时间的利用，你是（ ） 

A．挤时间学习学科知识 
B．看报刊杂志  
C．偶尔读书或看课外知识  
D．做作业  
E．不加利用 

21．学校或班级组织的学习经验交流指导，你是（ ） 

A．每听一次，都受益非浅  
B．每听一次，都感到有所收获  
C．每次听完之后，感到有趣，但对自己用处不大  
D．一般不听,干自己的事 

22．完成作业（ ） 

A．天下作业一大抄  
B．偶尔抄或拖欠作  
C．先复习后再做作业  
D．按时完成作业 

23．作业改正、批改情况（ ） 

A．不改正  
B．能及时修改 
C．能与同学互相批改 
D．能自批自改  

3、2 学习积极性调查统计表与图 

题号 A% B% C% D% E% 

15 3.8 6.8 12.6 42.7 34 

16 48 19.6 15.7 5.9 10.8 

17 10.7 26.2 25.2 18.4 19.4 

18 35.9 17.5 18.4 8.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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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4.6 14.56 24.3 26.2 20.4 

20 14 29.4 28.7 21.3 6.6 

21 5.9 19.6 44.1 30.4 0 

22 9.7 30.1 17.5 42.7 0 

23 28.4 24.5 15.7 3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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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学习积极性强弱分析图表 

积极性 很强 强 一般 弱 很弱 

百分比 21.2% 19.1% 20.8% 20.5%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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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3、2 学习积极性调查描述性的质性评价 

15－23 题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行的调查发现，有红色提醒希望关注的调查结

果，分析如下： 

1. 第 15 题：76.7%学生在上课是很少或没有积极发言，课堂成为教师一

言堂的场所。  

2. 第 19、20、22 题：学生每天忙于做作业，学习方式单一，学习的积极

参与性较差。  

3. 第 21 题：告诉我们的信息是重点高中学校的学生在经过许多轮的筛选

考试后，他们都已掌握应试的技巧，学校或班级组织的学习经验交流

指导无非是一些应试的心得体会，没有太多值得借鉴之处，反映学习

内容单一片面，一切为了考试，学生学习过程相对是独立、封闭、个

体行为，缺少学生间合作学习、交流与评价。  

总体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学习还是看得比较重要，有过 40.3％的同学（很强+
较强）学习积极性较高，具有很强的内部学习动力，但对学习乐趣缺乏，在学

习过程中积极参与性不够，课堂学习信息交流单向，同学间的相互交流、合作

与评价较少，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封闭的、独立的，相当个体的行为。科学探究

和发现都是在各自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依靠学科群体间的合作与交流，产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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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碰撞的火花，形成对科学的准确的知识构建。 

四、 学习潜力研究 

4．1 学习潜力调查问卷 

 总是
经常

是 
较常 很少 否 

24．学习兴趣是否浓厚（ ）           

25．是否对学习问题刨根问底（ ）           

26．是否认为学习过程比学习结果更重要（ ）           

27．是否认为懂得学习方法比掌握知识更重要

（ ） 
          

28．是否认为培养学习能力比掌握学习更重要

（ ） 
          

4．2 学习潜力调查统计表与图 

题号 A% B% C% D% E% 

24 23.3 41.7 16.5 5.85 12.6 

25 21.4 37.9 23.3 8.7 8.7 

26 42.7 19.4 13.6 9.7 14.6 

27 43.7 25.2 12.6 7.7 10.85 

28 50.5 23.3 14.6 2.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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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学习潜力调查统计图表 

积极性 很强 强 一般 弱 很弱 

百分比 36.6% 29.5% 16.1% 7.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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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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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习潜力描述性的质性评价 

第 24 至 28 题是对学生的学习潜力进行的调查发现，有红色提醒希望关注的调

查结果，分析结果是学生相当肯定自己的学习潜力，近 66%（很大+较大）的

高中生的学习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认为经过自己学习的努力一定获取好成绩。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他们已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许多同学都认为学习过

程、学习方法与学习能力比掌握知识更重要。学生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并能掌

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有关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查结果给了教育者的曙光。这一

点正好顺应了新课程标准的目标，课程的具体目标确定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

同时，体会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更为重要。 

五、 启示与思考 

由于国内的基础教育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状态，高中学生的学习心理意识是老

师讲授的知识、教材内容是知识的权威，只要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认真完成作

业，学习成绩则会优异，加上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不成问题，造成他们在认

知过程中学习心理上的负面定势。在上课时，只是听讲而不积极思考发言，有

质疑时不是大胆求异创新，乐于科学探究，对知识进行有效的构建----课堂成为

教师表演独角戏的舞台；下课后，学生忙于做大量的作业，很少有时间阅读其

它书籍，或通过其它渠道获取更全面的知识，体会不到学习的真正价值和乐趣，

认为学习给他们带来是无可奈何与痛苦压抑----学生风趣地形容自己是“苦行

僧”。这些调查分析结果不容乐观，但从学生积极性的调查中给了教育工作者

希望的火花，基础教育高中课程改革即将实施，传统教育所造成学生的应试学

习负面心理定势会影响教改的步划，但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领航者----教师是学

习过程的领航者与合作伙伴。教师的领航方向将直接带向另一番学习情景， 学
生参与科学探究，让学生体验学习过程，在掌握知识与技能同时，体会学习的

价值，培养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学生的学习潜力与能力是巨大的，如果教师有科学的教学理念、采用符合学生

认知的教学方法、采取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方法，在专业智慧的引领下，让学

生踏上科学探究之旅发挥学生巨大的学习潜力，现在教学课堂将会焕然一新，

教学课堂将呈现教师与学生共同积极参与、学生乐此不疲科学探究涉猎知识的

海洋的情景，敢于挑战权威，提出问题，形成质疑，自主探讨，学习带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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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乐与幸福，而不是痛苦压抑，无可奈何地在做题苦海中的煎熬----学习是快

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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