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大学一般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学习阶段，
对于学生以后发展十分重要。但是现阶段大学生的学习效率
普遍低下，因此基于大数据环境，对大学生学习效率的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并从身心状态、学习对象、学习手段、学习场所的
影响四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此提升其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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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效 率 是 指 学 习 者 利 用 最 少 的 时 间 获 取 到 最 多 的 知

识，提高学习效率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将时

间效率最大化，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进而使其综合素质得到

进一步提升。
一、身心状态的影响
学生的身心状态是其学习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 在生理

上，大脑发育情况、过度疲劳都会降低其学习效率。另外，错误

的学习观念也会对大学生学习效率造成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

下，有关学者对大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

在平常学习中积极性不高，总会在考前进行突击学习，这种临

时抱佛脚的学习方式，不仅不能够牢固掌握知识点，同时长时

间的熬夜行为也会使其身心疲惫， 想要实现高效率的学习只

是一个幻想[1]。
针对以上问题，大学生应学会科学用脑，使自己的身心能

够处于良好状态。首先要学会循序渐进地学习，在面对众多作

业时，要按照由简到难、由机械作业到运算作业的顺序进行，
使大脑能够逐渐接受更多的知识， 进而提升其学习效率。 其

次，要集中注意力。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

度，在学习时要摆脱一些干扰因素，集中注意力进行学习。 最

后，要把握好学习的度。 在经过长时间学习后，学生可以通过

听音乐、看电视等方式来缓解脑部，以此来提升其学习效率。
二、学习对象的影响
学习对象的选择也是影响大学生学习效率的因素之一。

学习对象不仅可以是其所学习的知识内容， 也可以是学习材

料，更可以是其他学生。 在学习内容上，学生一般会选取自己

所能快速掌握的内容，对于较为烦琐的内容处于忽视状态；在

学习资料上， 学生会选择抽象程度较低、 结构简单易懂的材

料；在选择学习竞争对象上，有些学生会跟学习较差的学习比

较，这些都会使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得不到有效地提升。
针对以上情况，大学生应选择压力较大的、有挑战的学习

对象。 学习压力会受到内外部的影响。 从外部看，大学生应学

会自我调节， 将压力变为学习的动力， 以此来提升其学习效

率。从内部看，大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更好的目标、发展方向，或

是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进行比较等方式来自我施压， 这样

也能够激发其学习兴趣，进而提升其学习效率 [2]。
三、学习手段的影响
学习手段是指为了能够达到学习的预期目标而采取的一

系列学习方法及措施，大学生是否能够利用合理的学习手段，
是提升其学习效率的关键。目前，大学生常用的学习手段是电

视、计算机网络、电子图书等，这些都是人们智力物化产生的，
所以对其合理地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学习效率。但是现

阶段，大学生在使用计算机时，不能够合理把控游戏时间与学

习时间，不合理的时间分配使其利用网络学习的效率降低。
针对以上问题，大学生要选择合理的学习方法。大学生选

择的学习方法是否合理与其学习效率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根

据有关研究发现，其置信度为 0.8，部分在上课会开小差，基本

处于学习状态下的学生，在课后完成作业时，都要通过复习或

是查找相关资料来作为辅助，而经常制订学习计划的学生也是

如此。由此可以看出，若是想要提高学习效率，就要遵循学习的

正确规律，按照自身实际情况，找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四、学习场所的影响

学习场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的学习效率造成影

响。 首先，学习场所的颜色。 通过有关学者实验表明，颜色较为

艳丽的蓝色与黄色相较于低调的白色、棕黄色来说，更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出勤率也逐渐上升。其次，学习场所的

温度。 根据有关调查表明，当学习场所的温度在 21-24℃，风速

为 0.1-0.2m/s，湿度为 45%-65%时，是最佳学习机会，此时的人

脑最为敏捷，精神状态也是最佳。根据有关研究发现，坐在教室

左侧的学生比教室右侧的学生更为聪明，所以大学生可以根据

课程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座位来提升自身的学习效率。
综上所述，影响大学生学习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大体分

为四个方面，一是身心状态，二是学习对象，三是学习手段，四

是学习场所。大学生只有将自己的身心状态调整到最佳，选择

挑战性较高的学习对象，合理地选择并运用学习方法，对学习

环境进行改善、调节，学习效率才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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