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也愈益受人关注。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了解我院学生

的文化素质状况，我们在学生中作了一次关于文化

素质状况的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问卷的形式，，共发

放问卷!""份，收回有效问卷#$%份，被调查者涉及中

文、政史、园艺、动科、食品等多个专业。从问卷的难

易程度、发放比例到学生回答的真实性、数据统计的

结果看，此次调查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院学生的文

化素质状况。

一、我院学生的文化素质基本状况

设计问卷时，我们按照认识、态度、行为、水平四

大块设计了&&个问题，选用开放式题型，每一问题预

设!个以上答案供选择。调查结果如下。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接受调查的对象为我院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

#$%名学生，具体情况见表’。

关于我院学生人文素质状况的调查及对策思考

吴建萍， 张富翠， 罗 苹， 马吉勋， 邓宇萍， 周锦鹤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 #$ 通过对我院部分学生文化素质状况的问卷调查，了解我院学生文化素质尤其是人

文素质的现状，并分析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针对这种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大学生；文化素质；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0&$1/"&+ *" !$’ #,%%/2/ ("1 3&+ #,$"&/’4/(+$’/

!" #$%&’($&)， *+,-. /0’10$， 2"3 4$&)， 5, #$’60&， 78-. 90’($&)， *+3" #$&’:;

（!"#$%&’ ()**+’+，!"#$%&’ ,-./-0，1"#$2%&）

56+&’(7&： -./012 3.45 .1 01/56702.7081 81 9:;7:<5 7<.07 8= 7>5 67:45176 01 8:< 98;;525， ?5 ;5.<1 .@8:7 7>5
9:<<517 607:.7081 8= 7>5 67:45176，.1.;A656 076 9.:656，.14 B:7 =8<?.<4 076 98:175<35.6:<56C

8/9 :,’1+：98;;525 67:45176；9:;7:<5 7<.07；9:<<517 607:.7081；98:175<35.6:<56

表’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类 别 性 别 年 级 家 庭 出 身

内 容 男 女 预科 一 二 农民 工人 知识分子及干部 其它

人 数 ’)D &’D $% &"’ DD &!( !& (# &$
所占比例（E） !&C’ )$CD &"C( )#C& &(C& ()C’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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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对自身文化素质状况的认识

大学生对自身文化素质状况有怎样的评价？结

果见表&。

由&表可知，大学生们对自身文化素质水平的

评价还是基本准确的。超过("E的人认为水平一般，

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在问卷中有一道关于高考语

文成绩的调查，$(E的同学高考语文成绩在D"—’&"
分之间，调查的对象中有((C!E为文科学生，也证实

这种结果是真实的。

（三）大学生对开设文化素质类课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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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大学里开设文化素质类课程，大学生们

持什么态度？调查结果见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当今大学生对在大学开设文

化素质类课程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认同，态度

很积极，认为很有必要或有必要的超过"#$。但在后

面一道关于大学选修课程中你会选择哪类课程时，

%#&!$的同学选择实用技术类，’(&)$的同学选择外

语类，’(&’$的同学选择自然科学类，只有’%&%$的

同学选择现代文化类，’#&*$的同学选择传统文化

类。说明大多数同学在意识和行为方面并不完全统

一，思想上认识是一码事，实际做的时候因为诸多因

素的影响又往往是另一码事。

（四）关于我院大学生文化素质水平的测试

在问卷中，我们专门设计了(道内容涉及文学、

艺术、哲学、历史等方面的测试题，这些题都属于常

识性的，从测试结果看，大学生们的实际水平和他们

对自身的评价还有距离。

如问“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这句话反映了

哲学上的什么规律，**$的同学答错；再如“幸福的

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一句，为十九

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

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卷首语，遗憾的是()$
的同学答错或空项；对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

+#$以上的同学知道是哪几本书，但进一步问他们

读过没有时，*#$以上的学生只读过其中的’—,本，

大多数人对这四部书梗概的了解是通过电视等传媒

而来，且读书时也多追求故事情节，很少主动思索其

思想意义及艺术特色方面的问题。这些数据可谓触

目惊心！这些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们对人类灿烂文化

的了解如此贫乏，又怎谈对祖国及其传统文化的热

爱，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二、结果分析

以上各项调查表明，我院学生人文素质状况偏

低。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一）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调查对象的

基本情况（表’）的统计显示，我院学生*)&’$出身农

民家庭。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状况较

过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观，但和城市的差距依然十

分明显，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我院学生中，有很多

来自贫困地区，文化生活之落后、文化设施之差可想

而知。他们能顺利读书已属不易，吃饱穿暖都不能完

全保证，想要接受高品位文化的熏陶就更是难上加

难！因此这些学生既难以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鉴赏、继

承，又缺少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吸收。从这样的家庭、

环境中步入高校的学生，人文素质偏低就在所难免。

（二）应试教育导向功利趋动。尽管素质教育喊

了多年，但我国目前仍是应试教育占主导地位。应试

教育一方面导致中学教育紧紧围绕高考的指挥棒

转，以分数论成败，对中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

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影

响了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意识学习。经过高

考的艰苦拼杀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为了以后的求

职、就业等，纷纷忙于英语、计算机的各种等级考试

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本次调查中，有“你认为哪一项

是自己最缺乏而需要加强学习的”一题，回答外语、

计算机水平的居第一，以后依次是创新精神、创造能

表, 我院学生对自身文化素质状况的评价调查统计表

高 较高 一般 差 很差

认为自身文化素质水平 ’* +( ,%* ’% )
所占比例（$） %&, ,)&( *)&’ !&( ’&!
认为大学生总体文化素质水平 ’# )) ,’* ") ’,
所占比例（$） ,&* ’%&) )(&’ ,,&% !&,

表! 我院学生对开设文化素质类课程的态度调查统计表

很有必要 有必要 无所谓 没必要 毫无必要

认为开设文化素质类课程 ’*# ’"% ,+ % ’
所占比例（$） %,&! %"&* (&( ’&’ #&!
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 ,,+ !+ ’" ,
所占比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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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专业技术技能，和谐的人际关系，深厚的人文底

蕴，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灵活的适应能力。在这种功利

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刚刚脱离高考指挥棒的指挥，

又步入重洋文、轻国文，重专业、轻人文的怪圈，哪里

还有心思和精力去学习传统文化？即便是业余时间

读读书，也多为消遣解闷，至于通过读书学习拓展视

野、积淀文化素养等，就更是无暇顾及了。

（三）高校办学模式的囿定。由于我国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即沿袭前苏联的办学模式，在课程设置

上主要突显专业化，削弱综合性，很少设置人文社科

类课程。在这种办学模式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其文

化素质不高实属必然。近年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

但情况并不乐观，有些学校即使开设了这类课程，也

由于整体教学模式和教学计划的制约，不仅课时被

大量压缩，而且处于一种其他课程安排后是否还有

空余时间的尴尬境地。

此外，大学校园的文化氛围对学生的熏陶也不

容忽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

一直是我们工作的目标之一，多年来也做了不少工

作，但实际收效却不尽如人意。如我校每年都举行的

演讲赛或辩论赛，形式都很隆重，自下而上层层选

拔，但演讲稿的写作真正有新意的少，多为一些干涩

的口号或句子堆砌，或大段“借用”他人优秀演讲辞，

或干脆转背报刊上的文章，只把演讲作为一种自我

表现的形式对待，缺乏实际动手收集资料、动脑提炼

主题的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辩论赛上，少有

能显示大学生应具有的独立思考问题和准确表达问

题的能力，有的简直就是当众对台吵架。搞晚会，出

节目，比的是谁的钱多，有钱就可以请专业人士帮忙

排出高质量的节目。搞“文明修身”工程，主动参与的

少，被动参与的多；倡议消灭白色污染，但校园内依

然到处可见白色垃圾；至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践

踏草坪、损坏公物等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因此，校

园文化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水平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观念，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

性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

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

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

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

就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

求。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

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新中国成立!"年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

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

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相对滞后，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素

质的需要。一个缺乏人文精神的人，即使专业知识很

精深，专业技术很高强，也很可能于社会无益，甚至

会危害社会，现实中许多高科技犯罪就是一个明证。

（二）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学计划，不断改进教

学方法和手段

继续调整专业结构和设置，加快教学改革的步

伐，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在课程建设、教学计

划编制上改变只重自然科学忽视人文科学的弊端，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切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

淡化学科本位意识，注重学科交叉、渗透的关

系。既要注意学科内部各教学内容间的纵向联系，又

要注意不同类别各门学科之间的横向沟通。既要组

织学生学习分科知识，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对不同学

科的知识进行综合，使各科的知识、技能相互迁移，

互成体系，最终形成“能力链节”与“知识树”的整体

网络。

（三）优化结构，建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高质

量的教师队伍

把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作为师

资培养、培训的重点。不仅人文学科教师要提高自身

文化素质，其他学科的教师也要有意识地加强学习，

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且要注重言传身教，立身为

人先做楷模；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

观，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敬业爱生；要遵循教育规

律，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在工作中勇于探索创新。

（四）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每一个学生都具有多方面的智慧潜能，也存在

明显的个别差异。因此，应提供开放的学习空间，发

现和开发学生的多方面智慧潜能，并切实加强校园

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学生参与度高、主动性强的丰富

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水平营

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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