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支持中心的成立背景与未来工作规划 

中国海洋大学学习支持中心成立于 2014 年 7 月，是为学生学习提供专业

化支持服务的业务机构，主要面向有学习支持需求的本科生开展学习分析与学

习支持工作，并与相关部门以及各院系协同开展学生学习指导与支持。 

一、我校设立学习支持中心的主要背景和出发点是什么？ 

学校成立学习支持中心，是基于对学生学习和学业支持提供专业化服务的

考虑。所提供的服务面向是针对我校学生中有学习支持需要的同学，为他们提

供指导与帮扶。客观上来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譬如方法、态

度、技巧及适应性等，学生主观上也有向学校寻求帮扶和支持的个性化需求。

同学们在生活、心理、感情等方面的困惑和困难也会对学习效果、学习质量乃

至学业水平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为最终落实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从学生在校开展学习活动的重要节点以及学生学业状态的分类来看大

概存在以下几种需要专业指导学生： 

首先是大一入校新生，他们处在从基础教育学习向高等教育学习转变的节

点上，这些学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学习方式、方法以及学习习惯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尤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待培养和提高。我校的教学管理制度灵活开放

而又个性化，为了使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学校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

院系专业教育等方面都有一些成熟的做法，但如何给学生提供专业化的学习指

导、学习支持等领域还有待于探索和实践。学校近年来的学业数据也显示，有

近 8%的一年级新生大学一年级的学业状况令人堪忧，如何推动这些学生尽快

适应大学学习生活，是学校一贯关注的人才培养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次就是受到学业警示的学生，尤其是转入下一年级的学生学习状况尤其

值得关注。这些学生学业困难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年中出现大量的课

程不及格，第二种是一年中修读合格的学分太少，第三种是数学、物理、化学

等专业基础课成绩出现多次挂科。前面两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整体学习状态存在

问题的学生中，第三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理工科学生中。在理工科专业，数理化

基础课程是后期专业课程学习和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这些课程集中出现不及

格，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学习方法不适用等原因引起的，

客观上需要对这些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采取的措施有多种，比如可以向

学校建议改革现有的课程授课模式，采取 MOOCS 等网络课程的模式，将知识

点的讲授和作业辅导分解、整合在网上，给学生提供反复学习的机会；还可以

建议学校将课程授课的内容做一些适应性变化，如分章节分阶段考核方式推进



教学，使得基础没打好的学生有机会回头复习、不断强化从而更加有利于后期

的学习；还可以采用针对学习方法的专家讲座等方式来帮助学生。 

还有一些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处于中等水平，但本人确有进一步提升的

迫切需要，这就需要给这些学生提供一些学习科学方面的指导，并在课程资源

的提供上进一步优化。根据正态分布，这个群体的学生是占大多数的，如果我

们的工作整体设计比较科学，推进起来效果能更加明显。 

具体的支持措施上除了以上提到的，还要开展同学之间的一对一帮助和师

生之间的一对一指导。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加强专业培训，并帮助制

定帮助计划和反馈评价机制，从而建立更加有序和可控的，具有提前干预特征

的帮扶体系。同时要将学习支持工作尽可能地实现全程数据化，通过数据库采

集以及后期数据分析和评估，以加强科学性、持续性和学术性。 

当然，所有上述工作的前提，是学生自身有学习的愿望和改善学习状况的

需求，给予学生学习支持要建立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之上。 

二、学习支持中心的组成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目前，学习支持中心主要是在全校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作下，依托基础

教学中心的研究力量，会同各个学院开展工作。按照学校对此项工作的设计，

在该项工作的启动阶段，主要发挥教育系教师在学习科学研究、教育技术学研

究、学习心理学研究等领域形成的专业优势，开展相关工作。同时，基础教学

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体育系、艺术系、计算机基础部等部门均可以

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在心理辅导、体艺干预、大数据采集、分析等方面开展相

应的工作。同时，学习支持中心的具体工作将最终落脚在各个学院的人才培养

工作中，各院系从各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能使我们开展更具针对性

和个性化的支持帮扶工作。学校对学生学业支持工作最终将以职能部门推动、

各学院协同、专家主导的工作机制开展。 

三、学习支持中心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具体工作规划是怎样的？ 

目前在开展的工作首先是新生入校后学习适应和学习方法适应性帮助工

作，尤其是要对一些基础相对薄弱的特殊学生群体的适应状况展开调查研究。

这些学生可能因为学习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我们将对

他们进行调研、分析和追踪，并逐步形成对他们进行学习支持的建议，向相关

职能部门提出。 

还要面向受到学业警示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需要紧密跟踪其学习状况并

有效共享，以充分发挥全员育人的作用。为此，学习支持中心正设计建立一个

服务平台用于共享预警信息，并提供网上咨询预约服务、学业数据的搜集等功



能，将学生的学习状况通过各种适当形式在网络上提供给各管理和服务部门，

为学校开展学业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从更长远的目标设计上看，学校期望最终构建一个学习支持响应的常态化

机制，并逐步内化为学校学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达到这个目标，该

项工作从一开始就要突出专业化、学术性，注重做好可持续性设计，并最终扩

展面向，为全体学生提供服务。 

系统性地在高校内部开展学习支持和学业干预的工作在国内开展的还较

少，但是在国外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比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通常会为每个大学新生安排一或两名导师，这个导师是专业的课程教师，不

同于我国高校专职于学生管理的辅导员或班主任。这个导师对于学生的学习计

划、专业选择、课程选择、生活品行都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这也正是英美高等

教育中导师制的核心所在。不过，这样的导师制只是对我们的一种启发，我们

学校学习支持中心的重点与此并不相同。实际上，在悉尼大学等不少澳大利亚

高校，由学校或者学生会组织的学习支持中心对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有更直接的

借鉴价值。参照国际经验就可以看出，就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讲，学习支持

中心的建设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未来我们学习支持中心将结合我校的人才培养

要求和特色，充分借鉴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为我校教学质

量的提高贡献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