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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习告一段落，我们迎来了漫长

的寒假。若我们可以利用课业压力较小且

可支配时间较多的寒假进行学习，就很有

可能在假期中实现自我提升。针对“大学

生对寒假学习的态度”这一问题，我们对

本校学生展开了一系列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有将近七成的大学生表示有安排时

间学习以充实自己的假期，而有近三成的

同学则表示想最大程度地放松自我，以娱

乐为主的方式度过假期。但当放松过度

时，部分同学表示自己会有种空虚感，可

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找不到假期学习的动

力和意义。那么，寒假学习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呢？

著名演说家费德里科·皮斯托诺在

TED演讲中说到：“真正拉开你与周围人

之间的差距的，是自学能力。”在当今的社

会背景之下，自学能力是大学生必备的基

本素养之一。寒假期间，不像在校时有具

体课程安排，因此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较

多，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通过自

主学习对旧知识进行复盘并预习新知识，

还能在无形之中提高自己的软实力———

自学能力。由于在校期间的学习节奏较为

紧张，一些知识虽然已经学习过，但我们

对其的掌握或许并不牢固，在寒假复习旧

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掌握不牢固的

知识点逐个细化、强化、条理化、系统化，

从而在将旧的知识点内化于心的过程中

做到“温故而知新”。此外，有效的复习也

能为我们预习新知识奠定基础。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有35%的大学生会利用假期自

主学习下学期将要学习的知识。经过寒假

的预习，我们会对下学期将要学习的知识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通

过独立思考，靠自学能力去发现新知识的

难点、疑点，在下学期的课堂当中可以对

自己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疑点、难点进行

针对性地听讲，这样一来，既可以增强我

们听课的目的性，也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听

课效率。

寒假学习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提高自学

能力这方面，还体现在我们能够拥有更多

的时间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经过这次

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在假期学习的

难处是动力不足。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若将学习放在生活的

对立面，则大概率会造成无谓的精神内

耗，从而失去动力并难以自律。在校期间，

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学习和生活之间可

能存在着较强的割裂感，因此同学们更容

易把二者摆在对立位置。而寒假则不同，

寒假期间课业压力较小，此时的割裂感并

无在校期间的明显，因此寒假时期我们可

以有更多时间去探索一些兴趣领域，以兴

趣领域为纽带，有助于我们将假期状态从

过度放松调整为生活与学习相平衡的状

态。当我们以学习为乐时，我们才会更加

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在学习自己感兴趣

的领域的同时，我们可能会遇到志趣相投

的伙伴，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让自

己变得更加外向、开朗，也让自己的寒假

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寒假学习的意义更在于可以拓展知识

面。回到学习本身，学习的过程也是获取新

知的过程，无论是制定计划时对相关领域进

行广泛粗略地了解，还是后续学习过程中对

知识点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都可以拓宽我

们的知识面，从而带来思考维度的扩展和个

人视野的扩宽，同时我们的全局观以及分析

能力也会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调查发现，

有近52%的大学生利用寒假时间阅读课外书

籍或学习PS、剪辑等技能，这样做既可以扩

展自己的知识面，又可以提升自身的软实

力，从而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

常言道：“你在空闲时候做的事情，决

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假期进

行学习具有“学习时间自由”和“学习内容

广泛”两大优点，以及自学能力的提升、复

盘旧知识与预习新知识、探索兴趣领域、拓

展知识面等多方面意义。总而言之，在寒假

进行学习有助于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因

此，让我们充分利用寒假的空闲时间，找到

学习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点，用规律的学习

消除过度放松后的空虚感，让自己在这个

假期更上一层楼吧！

(海峡财经学院22级 黄玮佳 会计学

院22级 肖若鋆)

线上期末考后，大学生们的寒假生活正式

拉开序幕，部分大学生在长达一个半月的寒假

里，把吃喝玩乐看作假期生活的重心，而却把

作为学生最该全力以赴的“学习”抛之脑后，到

底是“厌学”还是“摆烂”？为什么会有此类现象

呢？笔者将在下文一一道来。

首先，笔者以“揭秘大学生寒假厌学与摆

烂现象”为主题展开了线上问卷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有70%的大学生在寒假期间出现过

“摆烂”现象，有20%的大学生在寒假期间出现

过“厌学”现象，而能够在寒假期间自觉规律

地打卡学习的大学生仅占10%。在探讨大学生

假期出现“厌学”与“摆烂”现象的原因之前，

我们要先明确两个概念：一是“厌学”，厌学是

指学生对学习的负面情绪表现，通俗来说就

是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二是“摆烂”，摆烂是

指事情已经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干

脆不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是任由其往坏

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通俗来说就是“反正学

不好，就这样吧”。这两个概念体现在学习上

都是消极的，但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在于———

为什么消极地对待学习，厌学的人因为对学

习不感兴趣所以消极地对待学习；而摆烂的

人因为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且不可能做好索性

消极地继续下去。

其次，究其原因，笔者发现：超过50%的大

学生认为自己在寒假期间“摆烂”的原因是对

未来感到迷茫。他们觉得凭借自己的学历与

专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里无法找到心仪

的、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往长远说，就算勉

强找到了工作，可能也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

的时间才能够过上理想生活，既然未来一片

迷雾、自身又缺乏竞争力，遂索性抓住仅有的

假期，先享乐，后吃苦，横竖不会有比现在更

糟糕的处境了。分析至此，笔者颇有感触，全

球疫情及国内外局势影响下的就业大环境确

实不太平稳，但正如恩格斯在矛盾观中论证

的那样———外在因素无法决定事物的发展，

决定事物发展的往往是内在因素。由此可见，

促成部分大学生个体有意识地摆烂的现象并

不是因为不尽人意的就业环境，而是大学生

的心态。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倘若部分大

学生持续对未来感到迷茫从而决定继续摆

烂，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只会是被瞬息万变的

社会所淘汰。每个人都会有对未来感到迷茫

和彷徨的时候，畏步不前和自暴自弃只会徒

增自身的罪恶感，降低个体的竞争力，反之，

若是选择拨开迷雾、积极前进，终会迎来黎明

的曙光。

紧接着，笔者发现：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认

为自己在寒假期间“厌学”的原因是娱乐的诱

惑。寒假在家没有了学校固定的课程安排，也

没有人催促自己交作业，空闲时间成倍增长，

而在漫长的空闲时间里，部分大学生沉迷于五

彩斑斓的网络世界、沉迷于特效诱人的电子游

戏，更沉迷于三五好友的八卦寒暄，相比之下，

学习这一行为就显得枯燥无趣，令人提不起兴

趣来，从而就有了“厌学”这一现象。行文至此，

笔者深有所感，作为一名大三学子，也曾被诸

多娱乐蒙蔽双眼，就如猪八戒闯进盘丝洞般，

自以为看见了人间极乐，殊不知是掉进了美丽

的陷阱。常言道“吾辈当自强”，虽然是老生常

谈的话题，但放到“厌学”这一现象中来却也颇

具教育性，我们生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

的祖国在先辈们的努力下正一步步走向富强，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每个人都耽于享

乐，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接力棒要交

与谁呢？当代青年大学生，绝不该拜倒在娱乐

诱惑的石榴裙下，而应该懂得合理安排学习与

娱乐时间、先苦后甜、自强不息！

综上所述，部分大学生寒假“厌学”及“摆

烂”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都与心态有关，一

个心怀远方、胸怀大志之人，不会因为未来的

路可能布满荆棘而退缩不前，更不会因为身边

的诸多诱惑而忘却自己的理想与责任。社会上

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但正是因为他们日积

月累的付出与坚守，才使得整个社会像蜂巢一

样有序地运转。作为青年大学生的我们，更应

该摆正自己的心态，以不懈努力、勇往直前的

态度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以积极向上、乐观开

朗的姿态，迎接未知的明天，不论是寒假生活

还是校园生活，都该以最饱满的面貌、最上进

的心态，脚踏实地地学好、玩好、过好！

(外国语学院20级 洪依林)

一学期的时光转瞬即逝，寒假如约而

至。大学的寒假生活不再被一叠叠的作业

所束缚，大学生们也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

寒假生活———学习、娱乐、发展兴趣爱好

……寒假是充实自己的黄金时期。那么我

校大学生在寒假期间都如何安排自己的时

间呢？是否有自主进行学习？学习的内容是

什么？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寒假学习计划？为

了更好地探究我校大学生的寒假学习情

况，我们对本校大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近77%的同学会在寒假

生活中花时间学习，但其中大部分同学对

学习没有清晰的目标，秉持着走一步看一

步的态度；近29%的同学制定了自己的寒假

学习计划，但在制定了学习计划的同学中，

仅有30%的同学认真落实了自己的计划，很

大一部分同学有计划但是执行并不严格，

这也使得学习计划的辅助功能大大降低。

同学们寒假的学习内容多样———本专业的

学习、为考公、考研、考证等考试做准备、阅

读课外书籍等，大部分同学们偏向于在寒

假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利用假期扎实自己

的专业基础；除了本专业的学习外，阅读则

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第二选择；而由于年级

的不同，大家对于考公、考研、考证等方面

的学习需求也有所不同，例如高年级的同

学花在考公、考研的准备上的时间更多。

在寒假时间利用的安排上，于寒假期

间进行学习的同学表示学习所用时间的

占比近30%，仅次于玩乐；此外，同学们还

会利用寒假期间做兼职、参加志愿活动、

培养兴趣爱好等。据调查，有近一半的同

学认为自己没有平衡好学习和生活的时

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较少，相对松懈；大

部分同学希望自己的寒假生活过得舒适

和悠闲，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在没有计

划的寒假生活中，许多大学生行动力较

低，近15%的同学表示自己的寒假生活较

为颓废。笔者认为：大学生应加强对学习

重要性的认知，而不是简单地将学习定义

为任务。在提及寒假学习的原因时，大部

分同学们表示寒假期间学习主要是为未

来的发展做铺垫，次之是想充实自己、发

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假期不愿意学习的

同学中超75%的同学都是因为懒惰。由此

可见，这些同学对学习目标、未来发展方

向较为迷茫，仅将学习作为一种任务，在

脱离了学校的管理、老师的监督后便失去

了学习的动力。因此大学生需要多维度地

思考学习对自己的意义，提高自律自学能

力，为今后的人生做铺垫。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

青春的时间极其宝贵，寒假虽至，学习也不

能松懈。盲目、没有规划的学习效率较低，

且不易坚持，许多同学表示时间总在不知

不觉中流逝了。而一个明确的学习计划和

学习目标能够帮助我们在寒假中保持自

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寒假中实现自

我的超越。那么大学生该怎样制定一个有

效的学习计划呢？

学习计划可分为日计划、周计划、月计

划，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月计划

与周计划，以此规划阶段性目标，也可以根

据自身的长远理想来确定整体目标，这样

一来，我们就可以依照整体目标来更好地

制定日计划及阶段计划，也可以帮助我们

统筹反思某一段时间以来自己的学习情

况。值得一提的是，若要制定一个可行性

较高的每日计划，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自身

学习效率的高低，制定当日内能完成的任

务目标。切勿好高骛远，设定过多的目标，

一个无法按时完成的任务将会打消我们

的学习积极性，结果适得其反。其次，所制

定的计划要先易后难。简单的学习任务可

以帮助我们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保持较高

的学习效率。最后，我们需要将时间段进

一步细化。将大量的时间分成各个时间

段，将任务分配到每一个时间段中。这样

做可以使得时间更加紧凑，有利于提高时

间的利用率。最后，有了计划后应认真执

行，把计划利用起来而非作为摆设，在寒

假中不断充实自我。

陆九渊有言：“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

一级，则所见愈广。”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有所规划，持续地积累才能有质的改变。

大学生的假期时间是富足的，我们应认真

做好寒假规划，过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同时，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能够让我们以

一个较好的状态迎接来年的开学。愿诸君

在未来的日子里，充分利用寒假时间，制定

明确的计划，披荆斩棘、超越自我!

渊公共事务学院22级 陈玮宁 海峡财

经学院22级 江芯雨冤

过寒假，对于许多同学来说无疑是一件幸

福、愉悦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回到家乡，

去陪伴家人、看望亲友，还可以欢送旧时并喜迎

新年，可谓是“稚童新衣相夸耀，旧去新来气象

新”。值此阖家团圆之际，有一部分同学会抓紧

时间学习，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但是，当

一些活动与自身的的学习时间发生冲突，该怎

么办呢？毕竟，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与参加各

项社会活动都十分重要———学习可以丰富自己

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应用能力，更好地应对未来

的考试；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则可以提升自己的

社会实践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之中。所以，

我们需要处理好学习与生活的平衡，尽力做到

二者得兼———既不能“劳”多于“逸”，也不能

“逸”多于“劳”。

在寒假中，要实现学习与生活的平衡，计划

每天的学习时间与学习时段是必不可少的。正

如科学家茅以升先生所言：“学习要有方法，要

有计划，才能事半功倍。”只要我们做好学习时

间与学习时段的相关规划，便会产生以下这几

点益处：一是学习有了计划性，可以避免与生活

时段的冲突；二是可以有效治疗“拖延症”，使我

们清楚什么时段该干什么，不至于规划好的学

习内容一直拖延下去，从而打乱了原本的学习

节奏；三是有利于我们应对突发情况，有了计

划，遇到突发情况就可以进行适度调整，比如在

该学习的时候，突然有其他紧急事件需要我们

做，有了规划就可以灵活调整学习时间和时段，

避免因不知该先做哪件事而产生焦虑与慌乱。

以上，是对学习时间与学习时段进行规划

的益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

规划学习的时间，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学

习时间太长，会影响我们在寒假中的其他活动；

学习时间太短，会影响我们的学习质量。另一方

面，不能把学习时段安排至太晚———太晚学习，

会导致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不佳，从而导致学习

效率不高，反而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在合理规

划时间的同时也要科学作息，同时把握好这两

个方面，才能充分利用时间，提高自己的学习效

率，做到劳逸结合。

我们在规划好寒假每日学习时间与学习时

段的同时，还要规划好每日的学习内容。我们可

以根据每天的行程安排和精神状态，给自己布

置一个难易程度相应的学习任务。比如，某天你

突然生病了，精神状态不佳，那就布置一个相对

轻松的学习任务。或者，某天你的寒假活动不

多，并且感觉自己精力充沛，就可以安排难度较

大的学习任务。做到学习内容的合理分配，便可

以高质量地推动学习进度，不用把本应在规定

好的学习时间内完成的学习任务拖延至自己娱

乐的时间，破坏学习与生活的平衡。而且我们也

能在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做到每天开

心且有余力地参加各种活动。

有了规划，还需我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我们要在自己规划好的学习时段内，专心致

志地完成每日的学习内容。诚如政治家汤姆

布拉德利所说：“让你的思想和注意力永远集

中在目标上。”因此，在学习时，我们要做到全

神贯注，切勿三心二意，如此才能更好地完成

每日的学习任务。反之则会导致每天的学习

内容“过目则忘”，从而导致学习进度一直“原

地踏步”，最后导致我们不得不用自己学习以

外的时间来弥补，这便无法做到劳逸结合，更

无法找到前行与休息的动态平衡。当然，倘若

实在没法专心学习，我们不妨寻找一个可以

集中注意力的环境，比如图书馆、社区公共服

务室、自习室等等。感受其中的学习氛围，努

力让自己快速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中，我们才

更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学习

任务，做到生活与学习互不耽误，让这个寒假

既玩得开心，又学得充实。

作为大学生，学习已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

们还需要去看看万千世界，增长自身的见识，去

体验生活、拥抱生活，真正成为社会的一份子。

而且，如何在社会中更好地生活对于大学生来

说，同样是一种学习，例如社交能力的培养。所

以，我们的确不能因为学校中的学习而忽略在

社会中的学习，应做到两者兼顾。最后，惟愿诸

君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度过一个美好的寒假。

(金融学院22级 黄芃棋 海峡财经学院

22级 程嘉仪)

要要要浅谈寒假学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