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于 2014 年下发了京教工〔2014〕41 号文

件，要求在北京市高校全面推进大学生学业辅导

工作。笔者结合实际工作，引入权变视角，针对女

大学生不同的学业问题和学业发展需求，运用不

同的理论，对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进行研究，

希冀为提高女大学生学业水平提供一定的助力。

一、女大学生学业辅导现状及工作新思路

目前，在北京市教工委和教委的大力推动下，

各高校都在进行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经笔者分

析归纳，发现北京各高校学业辅导工作的思路和

模式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院系教师为主

力，按照学生学业发展阶段为主线来开展不同主

题的学业辅导工作，即学校鼓励专任教师在大学

一年级开展适应性、学科入门辅导，二三年级进

行发展性学业辅导，毕业前夕进行就业创业辅

导；二是从学校行政管理层面来大力推动大学生

学业辅导工作，即在学校层面成立学业辅导中

心，院系层级建立学业辅导工作室，通过构建学

业辅导机构、建立辅导机制，进一步推动大学生

学业辅导工作的开展；三是以建立名师学业辅导

工作室为主，通过发挥学业辅导教师的个人能动

性，开展带有辅导教师个人鲜明特点的辅导工

作；四是构建学校整体学业辅导核心品牌，即通

过项目运作的模式来进行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

五是通过开展诸如主题学习班、学术讲座、团体

辅导、学业拓展等各种辅导活动来进行学业辅导

工作。以上思路和模式都极大地推动了高校的学

业辅导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辅导效果。鉴于目

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女大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业情

况进行学业辅导工作的较为系统完整的工作思

路，本文引入权变视角，试探索女大学生学业辅

导工作的新思路。
权变管理，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

国，该理论认为，管理具有多变量性，需要通过分

析特定环境下的不同管理对象而选择最合适的

管理理论和方法。 [1]77-84 在权变视角下，女大学生

学业辅导工作应当根据女大学生学业发展中存

在的不同问题和不同需求，引入不同的工作原理

和理论，来具体指导不同学业层次的女大学生的

学业辅导工作。本研究提出，首先，利用霍桑效应

权变视角下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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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是提升女大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基于女大学生不同的学

业状况，引入权变视角，可以利用霍桑效应提高学业有困难的女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根据共生效应原

理提升学业优秀的女大学生的整体素养，运用参与改变理论提高更多女大学生的学业质量，从而有的

放矢地开展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不断满足女大学生学业发展和成长成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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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学业有困难的女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其次，

根据共生效应提升学业优秀的女大学生的整体素

养；最后，运用参与改变理论来满足更多女大学生

学业发展的个性需求，提高其整体学业质量。

图 1 权 变 视 角 下 女 大 学 生 学 业 辅 导 工 作 框 架

二、运用霍桑效应指导“学困生”学业辅

导工作的做法及效果

我们将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有一定困难、导

致考试不及格、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分、存

在不能顺利毕业潜在风险的学生，归类为“学困

生”。这样的“学困生”在女大学生的总数中占有

一定比例。以某校 2013 级和 2014 级女大学生在

大一年级时的学业成绩情况为例，2013 级所有女

大学生在 2013—2014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挂科为

192 门次，总挂科率为 17.4%；其中在计算机类课

程期末考试中，挂科率最高的班级约有 44.8%的

学生不及格；在教育学学科必修和选修课程考核

中，女大学生的平均挂科率为 30.9%；社会学学科

课程考核中的挂科率为 30%。2014 级女大学生在

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挂科 （含作弊）高

达 250 门次，总挂科率为 22.2%；其中在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科必修和选修课程考核中，不及格女

大 学 生 人 数 占 参 加 考 核 的 女 大 学 生 总 人 数 的

57.1%；按照考核不及格人数来排序的话，英语类

课程（含视听说、读写译等课 程）的挂科 人数最

多，其次是数学类课程，再次是心理学类课程。从

上述数据分析来看，部分女大学生的学业情况不

容乐观。
我们尝试运用霍桑实验原理来指导开展“学

困生”学业辅导工作，提高女大学生考试及格率。
霍 桑 效 应 （Hawthorne Effect） 起 源 于 1924 年 至

1933 年间以科学管理逻辑为基础的一系列实验

研究。以哈佛大学心理专家梅奥为首的研究小组

于 1924 年 11 月进驻西屋(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

的霍桑工厂，选定 6 名女工作为观察对象。当这 6

名女工被抽出来成为一组的时候，她们就意识到

自己是特殊的群体，是试验的对象，这种受注意

的感觉使得她们加倍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是优

秀的、值得关注的。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

从而具有改变自己行为倾向的现象，我们称之为

霍桑效应。霍桑效应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感受到

正在受到关注，从而真正投入工作或学习之中

后，他会表现出较高的效率。 [2]214-215

利用霍桑效应开展“学困生”学业辅导工作，

最根本的要点就在于对“学困生”进行重点关注，

让她们感受到这种聚焦，从而主动学习，努力提

升学习成绩。具体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将在期末考核中成绩不及格的女大学生分

为三类进行层级管理，有一门挂科的学生由班委

会负责辅导，挂科两门的学生由班主任协助辅

导，挂科三门及以上者则从院系层面予以督导，

并通过班主任、辅导员或专业课教师与学生沟通

交流，共同寻找考试失利原因，破解学习难点，在

辅导过程中及时肯定和鼓励其点滴进步，不断增

强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将结果考核改为

过程控制，于每学期初专门举办大学学习方法和

提升学习效率等内容的专题讲座，并开设诸如英

语、数学、心理学等学习难度较大的课程补习班，

组织有补习需求的学生集体参加课程补习，必要

时还可对“学困生”进行一对一辅导；三是专门为

“学困生”创造一些非学习行为的活动机会，通过

推荐她们参与这些活动，增强其自信，加强学习

责任感。笔者通过与多名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的

女大学生交流得知，她们的学习成绩较之参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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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活动前有了较大的提升。对“学困生”予以重

点关注和辅导后，其学习动力会增强，学习兴趣

会提高，挂科现象趋于改善。以某校管理类专业

女大学生为例，2014 年对 31 名挂科超过三门的

学生进行了成绩跟踪，发现通过重点学业辅导和

帮助，有 19 名女大学生的挂科门数减少，其中 12

名女大学生成为 0 挂科学生。

三、运用共生效应指导“学优生”学业辅

导工作的做法及效果

女大学生中有一些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动机

强烈、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们将在校期间学

习成绩优秀，社会实践、公益服务、创新能力、综

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测

评排名均位于前 30%的学生，列为“学优生”进行

研究。发现学习成绩排名在前 30%的学生大部分

都曾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校级等各种不

同层级的奖项和荣誉称号，她们的学习兴趣浓

厚，学习动力充足，学校提供的课程已不能满足

其需求，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她们在学业上有

更多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为使这些女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充分发挥学习

优势，获得进一步发展提升，可以引入共生效应

来指导优秀学生的学业辅导工作。1879 年，德国

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首先提出了“共

生”的概念，对共生现象和理论的研究也是从生

物学家开始的。他们发现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

时，显得矮小、单调，而若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

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人们把植物界中这

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

（Symbiotic Effect）。一百多年来，对共生现象和理

论的研究已逐渐由生物学领域渗入和延伸到社

会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英国卡迪文实验

室从 1901 年至 1982 年间先后出现了 25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便是共生效应的一个杰出典型。
引入共生效应来开展“学优生”学业辅导工

作，会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教育心理学研

究发现，参加合作组的学生，其学习平均成绩要

高于不参加合作组的 79%，在需要长期努力的事

业中，集体奋斗者的成功率在 80%以上，而孤军

奋战者的成功率只有 5%，这说明人才具有辐射

作用。[3]184-185“学优生”在共同学习过程中，可以相

互交流、切磋，不但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还能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使自己已有的知识得到进一

步的完善和提高。鉴于此，可以根据女大学生的

不同兴趣特长组合为多个不同的学习团队，从而

实现团队带动个体成长的目标。比如，针对数学

成绩优秀的女大学生组建数学建模团队，针对有

编程特长的女大学生组建计算机设计团队，招募

有创业意愿的女大学生建立女性创业团队等。另

外，还可以组建礼仪社、书法社、舞蹈队、国旗班、
话剧团、健美操队、器乐队、辩论组等多种文化艺

术社团，通过团队内的共生效应来实现培养知性

高雅女大学生的目标。以某高校 2015 年暑期举

办的女大学生领导力培训班为例，该培训班从全

国 6 所女子院校中选拔了 60 名优秀女大学生，

以“妇女参与公共服务”为主题进行培训。不同高

校的优秀女大学生聚在一起共同学习探讨，不断

闪现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学生们反映学习收获

非常大。课后我们就这种学习模式对部分学生进

行了访谈，有学生表示，不同学校的优秀学生在

一起，形成良性竞争氛围，大家互相激励，上课效

率特别高；还有同学认为，优秀学生在一起，其良

好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拓展了团队学习的深度和

宽度。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将“学优生”聚集在一

起，很好地帮助她们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增

长了阅历，为她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四、运用参与改变理论指导“学平生”学
业辅导工作的做法及效果

我们将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

位 于前 30%以后，但 又没有挂 科的学生 称 之 为

“学平生”，这部分女大学生人数比例最高。如果

能够对她们开展有效的学业辅导工作，提升这部

分学生的学业水平，将会极大地提高女大学生的

整体培养质量。我们尝试采用参与改变理论来指

导大多数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参与改变理论

认为，个体态度的改变依赖于其在群体中参与活

动的方式。该结论来源于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
勒温（Kurt Lew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

一项实验。当时，美国政府在食品短缺情况下号

召家庭主妇用动物的内脏做菜。勒温将被试的家

庭主妇分成两组，一组为控制组，一组为实验组，

结果控制组有 3%的人采用杂碎做菜，实验组有

32%的人采用杂碎做菜。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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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被试者是主动参与群体活动的，他们在讨论

中自己提出某些难题，又亲自解决这些难题，因

而态度的改变非常明显；而控制组的被试者是被

动地参与群体活动的，因而其态度也就较难改

变。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学生教育活动，则体现为

只有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教育活动中才能收获

更多，学习过程就是学生参与的整个过程。
由此，我们用参与改变理论来指导大多数女

大学生的学业辅导工作。赋予女大学生充分选择

的权利和自由讨论的机会，引导其思考专业学习

中的某些难题，鼓励其亲自解决这些难题，就能

激起女大学生对大学学习课程的兴趣，其学习主

动性也会进一步增强，学业辅导工作就会取得较

好成效。以中华女子学院开展女大学生学业辅导

工作前后的效果为例，2013 年尚未采用参与改变

理论开展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时，有 18.9%的

学生经常参与小组合作学习或课堂讨论，16.6%

的 学 生 经 常 利 用 图 书 馆 资 源 开 展 学 习 活 动 ，

11.3%的学生经常课后与同学讨论和课程有关的

问 题 ，7.3% 的 学 生 经 常 课 后 向 老 师 个 别 请 教 ，

9.5%的学生经常在课堂上做汇报，7.1%的学生经

常在课堂上提问或主动回答问题，7.7%的学生经

常课前课后预习和复习[4]，这些数据表明，女大学

生在 2013 年学习参与率方面是比较低的。但到

了 2015 年，学校在开展了系列开放式的学业辅导

活动后，学生的学习参与率得到极大提高。北京

大学蒋承博士出具的《2015 年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发展状况调研报告》中指出，在 2015 年，中华女

子学院学生选修课程门数较多 （14 门及以上）的

学生，要多于一般本科院校的女大学生；选修课

程学分较多（301 个学分及以上）的学生的比例也

更高。[5] 再以该校 2015 级新生参与的学习活动为

例，学校在博物馆参观、科技园区考察、商业街游

学、实践基地实习、校际间交流等系列活动中，采

取活动开放、学生自由选择的方式进行，极大地

激发了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每名学生都对参加

的活动撰写了总结和感悟。这种关注女大学生不

同专业、不同个性差异的开放式学业辅导工作，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其爱校情

感，还为推动女大学生独立思考、更好地规划学

习和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高校女大学生学业辅导工作中

引入权变视角，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

向，以发展为根本，运用霍桑效应指导“学困生”
学业辅导，运用共生 效应指导“学 优生”学业辅

导，运用参与改变理论指导大部分女大学生学业

辅导，对进一步提高女大学生的学业水平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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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deas in Academic Tutoring for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LU Liyan

Abstract: Academic tutoring is an important way of improving education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Judging by

academic status,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and the Hawthorne effect improves performa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while the symbiotic effect theory adds to academic advisory among those who excel. Participant

changing theory, in turn, improves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reby meeting the needs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tu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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