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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 3200 名本科生为样本展开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各高校还要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本科教学; 男生、农村学生、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和为非独生子
女的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低; 民办院校学生，二、三年级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低; 学生对高职称
教师的教学效果感到满意; 成绩差、逃课频率高的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低; 不了解专业发展前景、认为
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对所学专业缺乏信心、愿意重新选择专业、对学校培养目标不了解的学生的本
科教学质量满意度低; 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学生的本科教学满意度高。基于存在的问题，相应地提出解决
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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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明确指出: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

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1］胡锦

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 “我国

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

紧迫的任务。”［2］本科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生

命线、桥头堡，它关切到高等教育整体质量。2007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切实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必须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本

科教学质量。［3］当前，本科教学质量已经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对本科教学质量满

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呢?

二、文献综述

保障本科教学质量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领

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相关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

果。概括来说，目前关于本科教学质量研究多集中在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方面。从宏观看，学者从本

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4］、本科教学质量管理制度［5］、
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机制［6］、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指

标［7］、本科教学质量长效保证体系［8］等方面做了研

究。从微观看，学者从教学目标调整［9］、教学内容完

善［10］、教学过程高效［11］、教学管理跟进［12］、教学资

源配套［13］、教学环境优化［14］、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

力提升［15］等方面做了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

发，学者开展了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

研究和实证研究。纵观这些研究，鲜有从本科生的人

口统计学特征、个性特征、在校表现等方面开展本科

教学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科生是本科教学

的主体，从本科生自身特征出发开展本科教学质量影

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是构建科学的本科教学质量体系

的前提，也是“以生为本”教育理念的体现。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问题
为了研究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本

文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人口统计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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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性别、民族、生源地、经济状况及是否为独生子

女) 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是否有显著影响? 个性

特征 ( 如院校属性、年级、专业和教师类型) 对本

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是否有显著影响? 本科生学校表

现 ( 如学习成绩、是否为班干部、是否得到学校奖

励及逃课频率) 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是否有显著

影响? 本科生对学校及专业认知 ( 如是否了解专业

发展前景、所学专业是否与社会需求适应、是否有

学好专业的信心、是否愿意重新选择专业、是否了

解学校培养目标) 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是否有显

著影响? 本科生的未来展望 ( 如是否担心将来工作

和毕业后的首选意向) 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是否

有显著影响? 以上这些因素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的影响有多大?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对兰州地区八所高校

的问卷调查，其中部属高校两所，地方高校四所，

民办高校两所。问卷发放 4000 份，回收 3200 份，

回收率为 80%。正式问卷调查以自评式问卷形式进

行，采用匿名形式。问卷共有 114 道题，其中基本

状况题目 21 道，教学质量满意度题目 93 道。满意

度分为六个维度，分别是极不满意、不太满意、有

点不满意、有点满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此外，

本研究正式问卷中专门设计了填写说明并放在问卷

首页，详细说明了本研究目的以及被调查者的权利

和义务，以减轻受试者的不信任与心理负担。
( 三) 信度与效度

表 1 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量表的信度系数和效度值

总量表

题目数 93

α系数 0． 99

KMO 值 0． 986

在量表的信度方面，通过计算 Cronbachα 系数

来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从表 1 可以看出，

该量表的总体信度系数为 0． 99，因此具有较高的内

部一致性和可信程度。效度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

等于 0． 986 ＞ 0． 8，主因子解释值等于 0． 77 ＞ 0． 6，

因此量表构建效度良好。
( 四)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基于正式量表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 SPSS16． 0 统计分析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工具。分

析方法主要包括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 总体结果分析

图 1 本科教学质量总体满意度 ( % )

总体结果分析显示，有 2． 1% 的学生对本科教

学质量极不满意，有 10． 7% 的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

不太满意，有 20% 的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有点不满

意，有 22． 8%的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有点满意，有

39． 3%的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比较满意，有 5． 1%
的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非常满意。

尽管有点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的学生比

例高达 67． 2%，但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学生仅仅

只有 44． 4%。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

感到满意，不过，绝大部分高校应该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为学生提供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本科教学。
( 二) 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

度分析
本文所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民族、

生源地、经济状况及是否为独生子女五个方面。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 不同性别的学生之间的本

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

男生的满意度比女生低 7． 4 个百分点。不同民族的学

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510 ＞0． 05。不同生源地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

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46 ＜ 0． 05，农村学

生的满意度比城镇学生低 3． 6 个百分点。独生子女学

生与非独生子女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

显著性差异，P = 0． 017 ＜0． 05，非独生子女学生的满

意度比独生子女学生低 4． 7 个百分点。
单因素方差法分析表明: 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

与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

显著差异，P = 0． 400 ＞ 0． 05。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

与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

显著差异，P = 0． 400 ＞ 0． 05。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

与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具有

显著性差异，P = 0． 006 ＜ 0． 05，经济状况较差的学

生的满意度比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低 8． 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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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 % )

可见，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是有影响的。女生的本科教学满意度高于男生。这

主要是因为女生的自觉性比较强，课前能预习，上

课能安心听讲，课后能按时复习并完成教师布置的

作业; 再者，在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女生

要想在大学里获得重视，必须要比男生表现的更为

突出; 第三，大学依旧采用了应试教育的评价标准，

如考试以记忆题目为主、听话的学生是好学生，所

以女生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城镇学生、经济

状况好的学生、为独生子女的学生的本科教学满意

度比农村学生、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为非独生子

女的学生高，一方面是因为前者得到相对优质的家

庭教育和普通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面临的压

力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 三) 个性特征维度下的本科教学

质量满意度分析
本文所考查的个性特征包括院校属

性、年级、专业和教师类型四个方面。
单因素方差法分析的结果表明:

院校属性中，部属院校与地方院校

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没有

显著性差异，P = 0． 249 ＞ 0． 05。部属院

校与民办院校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

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民办院校学生的满

意度比部属院校学生低6． 5个百分点。地方院校学生

与民办院校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

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民办院校学生的满意

度比地方院校学生低 9． 8 个百分点。
一、二年级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

有显著差异，P = 0． 00 ＜ 0． 05，二年级学生的满意度

比一年级学生低 9． 9 个百分点。一、三年级学生之

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8
＜ 0． 05，三年级学生的满意度比一年级学生低 6 个

百分点。一、四年级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

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756 ＞ 0． 05。二、三年级

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451 ＞ 0． 05。一、四年级学生与二、三年

级学生之间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

异，P = 0． 00 ＜ 0． 05，二、三年级学生满意度

平均比一、四年级学生低 12． 9 个百分点。
文史哲艺专业的学生与经法教管专业的学

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281 ＞0． 05。经法教管专业的学生与理工专业

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485 ＞0． 05。理工专业的学生与农医专业的学生之

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1． 000 ＞
0． 05。农医专业的学生与文史哲艺专业的学生之间的

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0． 957 ＞0． 05。
学生对助教与讲师之间的教学评价没有显著性

差异，P = 0． 064 ＞ 0． 05。学生对助教与副教授之间

的教学评价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1 ＜ 0． 05，助

教比副教授的评价低 15． 4 个百分点。学生对助教与

教授之间的教学评价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0 ＜
0． 05，助教比教授的评价低 22． 4 个百分点。学生对

副教授与教授之间的教学评价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061 ＞ 0． 05。

图 3 个性特征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 % )

可见，个性特征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影响比较

大。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师职称越高，学生对本科教学

的满意度就越高，这与职称高的教师的知识、能力和

经验有关。诸多研究表明，大一学生对新的生活环境

和新的学习任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不太关注本科教

学中的诸多问题，因此满意度较高。四年级学生由于

面临求职择业与考研等重要人生选择和诸多不确定因

素，正处于情绪波动的高峰期与自我意识发展的新时

期，无暇反思本科教学质量，因此满意度较高。［16］

二、三年级学生已经适应了大学阶段特定的专业学习

和生活节奏，又处于学习的关键时期，加上对未来就

业的考虑，对本科教学要求较高，因此满意度较

低。［17］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学生的满意度高于民办

院校的学生，这与部属和地方院校的师资条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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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办学历史悠久等相关。
( 四) 在校表现维度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分析
本文所考查的学校表现包括学习成绩、是否为

班干部、是否得到学校奖励及逃课频率四个方面。
单因素方差法分析表明:

成绩较好与成绩中等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

量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P = 0． 988 ＞ 0． 05。成绩中

等与成绩较差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没

有显著差异，P = 0． 063 ＞ 0． 05。成绩较好与成绩较

差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35 ＜ 0． 05，成绩较差的学生的满意度比成绩较

好的学生低 7． 4 个百分点。
从不逃课与偶尔逃课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

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3 ＜ 0． 05，偶尔逃课

的学生的满意度比从不逃课的学生低 5． 9 个百分点。
从不逃课与经常逃课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

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9 ＜ 0． 05，经常逃课的学

生的满意度比从不逃课的学生低 11． 5 个百分点。偶

尔逃课的学生与经常逃课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

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 324 ＞ 0． 05。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 为学生干部与不是学生

干部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

P = 0． 814 ＞ 0． 05。得到过学校奖励与从没得到过学

校奖励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没有显著

性差异，P = 0． 142 ＞ 0． 05。

图 4 学校表现特征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 % )

可见，学校表现对本科教学质量

满意度是有影响的。成绩越差的学生，

其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越低。诸多研

究表明，成绩越差的学生，其学习积

极性越低，情绪的攻击性越强，对教

师的教学和课堂环境越不满。这是心

理学中的 “晕轮效应”，即不成功的

人往往把原因归结为外界，不从自身

找原因。［18］越频繁逃课的学生，其本

科教学质量满意度越低，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教学对

他们未来的发展和当下的提高没有多大的影响，因

此并不认可本科教学质量。
( 五) 学校和专业认知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

度分析
本文所考查的学校和专业认知包括是否了解专业

发展前景、所学专业是否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是否有

学好专业的信心、是否愿意重新选择专业、是否了解

学校培养目标五个方面。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

了解专业发展前景与不了解专业发展前景的学

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不了解专业发展前景的学生的满意度

比了解专业发展前景学生的满意度低 8． 6 个百分点。
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和所学专业与社会

需求不相适应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

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所学专业与社会需

求不相适应学生的满意度比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相

适应学生的满意度低 11． 7 个百分点。
没有学好专业信心和有学好专业信心的学生之

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没有学好专业信心的学生的满意度比有学

好专业信心的学生的满意度低 14． 3 个百分点。
愿意重新选择专业与不愿意重新选择专业的学

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愿意重新选择专业的学生的满意度比

不愿重新选择专业学生的满意度低 11
个百分点。

了解学校培养目标与不了解学校

培养目标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质量

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0 ＜ 0．
05，不了解学校培养目标的学生的满

意度比了解学校培养目标的学生的满

意度低 18． 5 个百分点。

图 5 学校和专业认知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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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学校和专业认知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影响比较大。不了解专业发展前景的学生，往往没

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也没有详细的学业规划，因此

其本科教学满意度较低。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不相

适应会影响该专业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态度，因

此其满意度低。如果该专业与社会需求不接轨，但

学生有学好专业的信心，认定未来的发展与当前的

努力学习相关，也有比较光明的未来，因此他们比

较认可本科教学质量。这也解释了不愿意调整专业

的学生满意度较高的原因，因为他们想通过学习，

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如果学生明晓学校培养目标，

他们会按照学校提供的平台去发展、提高、塑造自

我，因此他们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比较高。上述

结论与心理学的 “控制点理论”相符，即个人生活

中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在做这些事情时的信

心、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事

情的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
( 六) 未来展望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分析
本文所考查的未来展望包括是否担心将来工作

和毕业后的首选意向两个方面。
单因素方差法表明: 毕业后首选意向中，首选

“工作”与首选“继续深造”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

满意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 =0． 081 ＞ 0． 05。首选“继

续深造”与首选 “其他”的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

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0． 00 ＜0． 05，首选“其他”
的学生的满意度低于首选“继续深造”的学生的满意

度 13． 7 个百分点。首选“工作”与首选“其他”的

学生之间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
011 ＜0． 05，首选“其他”的学生的满意度低于首选

“工作”的学生的满意度 9． 8 个百分点。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 担心工作与不担心工作

的学生 的 本 科 教 学 满 意 度 没 有 显 著 性 差 异，P =
0． 663 ＞ 0． 05。

图 6 未来展望下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 % )

可见，未来展望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是有影

响的。选择“继续深造”与 “工作”的学生的学习

目标明确，意愿强，积极性高，因此对本科教学满

意度较高。不管是担心将来工作的学生，还是不担

心将来工作的学生，都知道工作难找。因此，这两

类学生的本科教学满意度没有区分度。
( 七) 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为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

总体评价，用虚拟变量表示: 将本科教学质量满意

者归为一类，不满意者归为另一类，不满意者作为

参照类。自变量包括: 人口学特征———性别、生源

地、经济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 个性特征———院

校属性、年级、教师类型; 学校表现———学习成绩、
逃课频率; 学校及专业认知———是否了解专业发展

前景、所学专业是否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是否有学

好专业的信心、是否愿意重新选择专业、是否了解

学校培养目标; 未来展望———毕业后的首选意向。
表 2 表明了这些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 ( 均值和方

差) ，并注明了其中的虚拟变量的参照类。

表 2 所用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虚拟变量参照类

自变量 均值 方差

性别 ( 参照 = 男) 1． 51 0． 50

逃课频率 ( 参照 = 经常) 1． 94 0． 23

生源地 ( 参照 = 农村) 1． 37 0． 48

专业前景 ( 参照 = 否) 1． 54 0． 50

经济 ( 参照 = 差) 1． 69 0． 63

社会需求 ( 参照 = 否) 1． 72 0． 45

独生子女 ( 参照 = 否) 1． 22 0． 42

专业信心 ( 参照 = 否) 1． 76 0． 42

院校属性 ( 参照 = 民办院校) 1． 66 0． 47

重选专业 ( 参照 = 是) 1． 57 0． 50

年级 ( 参照 = 低年级) 1． 16 0． 37

教师类型 ( 参照 = 低职称) 1． 29 0． 45

培养目标 ( 参照 = 不清楚) 1． 56 0． 49

学习成绩 ( 参照 = 差) 1． 87 0． 34

毕业首选 ( 参照 = 不愿深造) 1． 27 0． 45

表 3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B Sig． Exp ( B)

性别 0． 441 0． 000 1． 555

逃课频率 0． 035 0． 853 1． 035

生源地 0． 169 0． 107 1． 185

专业前景 0． 064 0． 280 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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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B Sig． Exp ( B)

经济 － 0． 14 0． 858 0． 986

社会需求 0． 162 0． 267 0． 890

独生子女 0． 011 0． 927 1． 011

专业信心 0． 392 0． 000 1． 479

院校属性 0． 476 0． 001 1． 609

重选专业 0． 402 0． 000 1． 494

年级 － 0． 40 0． 665 0． 961

教师类型 0． 420 0． 000 1． 523

培养目标 0． 687 0． 000 1． 989

学习成绩 0． 043 0． 753 1． 044

毕业首选 0． 095 0． 287 1． 100

常数 0． 759 0． 171 2． 135

对于该 Logistic 模型拟合优度，用 “总体满意

度”一个变量的统计资料进行预测的准确度为 66．
7%，而用该模型后预测的准确度为 69． 4%，因此

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表 3 显示: 性别、院校属性、是否了解学校的

培养目标、专业信心、是否愿意重新选择专业和教

师类型这六个变量对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具有显著

性影响，P ＜ 0． 05。其中，了解学校培养目标的学生

满意概率是不了解培养目标的学生的 2 倍; 女学生

满意概率是男学生的 1． 6 倍; 部属与地方院校学生

满意概率是民办院校学生的 1． 6 倍; 拥有专业信心

的学生满意概率是无专业信心学生的 1． 5 倍; 不愿

重选专业学生满意概率是愿意重选专业学生的 1． 5
倍; 高职称 ( 教授或副教授) 教学为主的学生本科

教学满意概率是低职称 ( 讲师或助教) 教师教学为

主的学生的 1． 5 倍。

五、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有 67． 2%的学生对本科教学质量感到满意，不

过，持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学生只有 44． 4%，这

说明，各高校应该整合本科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本科教学。
男生、农村学生、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和为非

独生子女的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低。
民办院校学生，二、三年级学生的本科教学质

量满意度低。教师职称影响了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

满意度，学生对高职称教师的教学评价高。
成绩差、逃课频率高的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满

意度低。
不了解专业发展前景、认为所学专业与社会需

求不相适应、对所学专业缺乏信心、愿意重新选择

专业、对学校培养目标不了解的学生的本科教学质

量满意度低。
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学生的本科教学质量

满意度高。
( 二) 建议
应切实加强本科教学在高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

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19］各高校要高度重视

本科教学工作，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

化教学改革，采用各种措施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

位，把提高教学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各高校

要建立学困生、逃课生、厌学生档案，主动关心他

们，了解他们学习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改变应试教育

的评价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大一阶段，各高校要多开设一些结合本校的办学

历史、文化、培养目标的课程，结合专业的未来发

展、学习方法、学习指导、学习资源利用的课程，

结合学生兴趣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尽可能让学生

明晓学校人才培养理念、专业发展目标和未来就业

方向。在大二和大三阶段，全面推广和广泛使用

“精品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结合现代技术改进

教学方法，鼓励教师与学生更多的交流，尽一切可

能让二、三年级的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在大

四阶段，要开设 “顶点课程”，为学生提供综合、
拓展、批判和应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以

此深拓整个专业的经历，帮助学生顺利从学校通向

职场、从在校生过渡为在职者，培养学生适应职业

的能力，为学生可持续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坚持教授上讲台，把为

本科生授课作为教授、副教授的基本要求，保证为

学生提供高质量教学; 要建立和完善青年教师助教

制度，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与培训，使青年教师学

习先进的教学方法，积累教学经验，增强他们教书

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建设一大批教学团队，

促进教学研讨，提高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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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设置学科专

业，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各高校要根据经济社会需求状况，科学合理设置专

业，及时调整专业方向，密切与社会用人单位的联

系，培养满足国家经济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要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在高

年级灵活设置专业方向。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民办院校的政策支持

力度，同时，民办院校也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

学基础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力量。积极

鼓励高等学校之间的跨校选修课程机制，加强高等

学校之间学分互认等，使学生享受更多的优质教学

资源，并逐步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稳定化、常

规化。
社会和各高校应完善奖、助、贷、免、补体系，

让每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切实加强学风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各高校要将学风建设作为教学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来抓。要针对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实际，

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弘扬努力学习、刻苦拼

搏的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成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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