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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明 确 提 出，“把 促 进 学 生 健 康 成 长 作 为 学

校一切工作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关 心 每 个 学 生，促

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

和学生 身 心 发 展 规 律，为 每 个 学 生 提 供 适 合 的 教

育。”［１］为此，我国未来十年的教育战略重点是“面向

全体学生”［１］。作 为 教 育 中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本 科 教

学，面向全体学 生 的 旨 归 就 是 让 学 生 对 教 学 的 各 个

环节感到满意。《高 等 学 校 本 科 教 学 质 量 与 教 学 改

革工程》也明确指 出，“提 升 人 才 培 养 水 平 必 须 坚 持

重点突破，在影 响 本 科 教 学 质 量 的 关 键 领 域 和 薄 弱

环节上要力 争 取 得 明 显 成 效。”［２］因 此，开 展 针 对 不

同特征的学生对本科教学满意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

发现本科教学的薄弱环节，还有助于高校“为学生全

面发展提供优质和 个 性 化 的 服 务”，“促 使 学 生 把 主

要精力投入学习活动”。［３］

二、文献综述

用不同方法 开 展 此 类 研 究 是 当 前 研 究 的 亮 点。

相关的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如 下 几 个 方 面：（１）经 验 研

究，即从教学经 验 出 发 概 括 出 不 同 特 征 学 生 的 学 习

效果①；（２）理论研究，即基于相关理论去探讨本科教

学面向具体学生的应然措施②；（３）质性研究，即从访

谈出发分析不同特征学生的本科教学满意度③；（４）

实验研究，即通过模拟实验，探讨本科教学环节对不

同特征学生的影响④；（５）量化研究。这方面的研究

是最多的。从 统 计 软 件 看，学 者 用 不 同 统 计 软 件 开

展研究⑤，如ＳＰＳＳ、ＳＡＳ、Ｌｉｓｒｅａｌ、ＣＳＳ、ＳＳＩ等。从分

析方法 看，有 Ｔ检 验、方 差 分 析、相 关 分 析、回 归 分

析、聚类分析、逻辑斯回归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

从研究内容 来 看，这 些 文 献 认 为 对 不 同 特 征 学

生产生影响的本科教学环节主要有：教学目标⑥、教

学资 源⑦、教 学 过 程⑧、教 学 管 理⑨、教 学 学 术⑩。质

言之，要提高本科教学满意度，需要提高教学 目 标、

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管理、教学学术的满意度。

这些文献关注的学生特征有瑏瑡：性别、生源地、学校类

型、年级、学历水平、学习状况、专业、学科等。

总的来看，上 述 文 献 为 本 研 究 的 开 展 奠 定 了 理

论基 础，即 教 学 目 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教学学术是本科教学的重要构成环节。同时，学

生的特征是多 维 的，不 同 特 征 的 学 生 对 本 科 教 学 满

意度感 知 不 同。不 过，上 述 文 献 存 在 如 下 的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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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学生特征 看，相 关 特 征 分 类 较 少，很 少 有 文 献

结合人口统计学、个体特征、在校表现、学校和专业、

未来展望等多维特 征 开 展 研 究；（２）从 研 究 方 法 看，

大多数文献只是简单描述某个环节对不同特征学生

的满意度影响，没 有 从 整 体 上 描 述 多 个 环 节 对 不 同

特征学生的影响；（３）从 研 究 结 论 看，很 少 有 文 献 将

访谈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

三、研究方法

１．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见表１）。

为深层次 发 现 本 科 教 学 环 节 对 不 同 特 征 学 生 的 影

响，研究者还对一些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表１　研究对象的特征类别

特征类别 范围 人数 百分比（％） 特征类别 范围 人数 百分比（％）

人

口

统

计

学

特

征

专

业

认

知

性别

民族

生源地

经济状况

独生子女

专业前景

专业信心

调整专业

男 １９０４　 ５０．２

女 １８８８　 ４９．８

汉族 １７１３　 ４５．３

少数民族 ２０６９　 ５４．７

农村 ２５２１　 ６６．８

城镇 １２５４　 ３３．２

好 ７９４　 ２０

中 １５３９　 ４３．５

差 １４７６　 ３７．５

是 ９７１　 ２５．２

否 ２７９８　 ７２．６

了解 ２２８９　 ５９．４

不了解 １５３４　 ３９．８

有 ２９２６　 ７６

没 ９０５　 ２３．５

愿意 １８３８　 ４７．７

不愿意 １９４７　 ５０．５

个

体

特

征

在

校

表

现

未

来

展

望

院校类型

年级

学科

成绩

学生干部

学校奖励

担心工作

毕业后选择

公办高校 ３３５１　 ８７

民办高校 ５０１　 １３

低 ２４８９　 ６４．６

高 １３２８　 ３４．４

文 １５１２　 ３９．３

理 ２２９６　 ５９．６

好 ８００　 ２０．８

中 ２５１２　 ６５．２

差 ４５３　 １１．８

是 １３６９　 ３５．５

否 ２４４９　 ６３．６

是 １４５２　 ３７．７

否 ２４４９　 ６３．３

是 ２６７９　 ６９．５

否 １１３３　 ２９．４

工作 ２３７１　 ６２

继续深造 １４４１　 ３８

　　２．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量表。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

等方法，确定本科教学质量满意度受如下环节影响：

教学 目 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 和 教 学

学术。

在研究工具 设 计 的 过 程 中，调 研 组 成 员 走 访 了

有关专家、教师，并与学生进行了座谈，将调研目 标

分解为具体的 可 操 作 的 测 量 指 标，根 据 测 量 指 标 设

计调研工具。为了确保工具中的所有问题都能紧密

围绕调研的目的，并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对调研工具

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正式的调研工具。

正式的 调 研 工 具 采 用 李 科 特６点 量 表瑏瑢 （Ｓｉｘ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其中，基本信息有１６个观测变

量。人口统计学特征有５道题，个体特征有３道题，

在校表现有３道题，专业认知有３道题，未来展望有

２道题。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教学目标 有１１
道题，教学资源有１０道题，教学过程有９道题，教学

管理有１１道 题，教 学 学 术 有１４道 题。在 正 式 施 测

前，首 先 对 量 表 进 行 显 著 性瑏瑣、信 度瑏瑤 和 效 度瑏瑥 的

检验。
表２　本科教学满意度量表的检测系数

Ｐ值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值 ＫＭＯ值

教学目标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７　 ０．９４６

教学资源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７　 ０．９４２

教学过程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６　 ０．９６１

教学管理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５

教学学术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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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显示，各潜在变量在０．０５水平上都具有显

著性（Ｐ＝０．０００），这说明各潜在变量具有很强的鉴

别力；从信度检测看，教学目标的ａ系数值为０．９４７，

教学资源的ａ系数值为０．９４７，教学过程的ａ系数值

为０．９５６，教学管 理 的ａ系 数 值 为０．９６２，教 学 学 术

的ａ系 数 值 为０．９６３。可 见，各 潜 在 变 量 的 信 度 较

高；从效度检测看，教学目标的ＫＭＯ值为０．９４６，教

学资源的ＫＭＯ值为０．９４２，教学过程的ＫＭＯ值为

０．９６１，教 学 管 理 的 ＫＭＯ值 为０．９６５，教 学 学 术 的

ＫＭＯ值为０．９６４。可 见，各 潜 在 变 量 的 效 度 很 好。

接着，使用软 件 ＡＭＯＳ７．０对 本 科 教 学 满 意 度 的 理

论模型进行验 证 分 析，以 此 确 定 理 论 数 据 对 实 际 数

据的拟合程 度，从 而 检 验 理 论 模 型 的 正 确 性。模 型

检验与拟合指标结果见表３。
表３　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

绝对适配度指数 增值适配度指数

拟合

指标
Ｐ值 ＲＭＲ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Ｒ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建议值 ＜０．０５＜０．０５＞０．９０＞０．８０＞０．９０＞０．９０＞０．９０＞０．９０

检验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９５３　０．８５９　０．９７８　０．９５７　０．９７９　０．９５８

　　表３显示，结 构 模 型 的 绝 对 适 配 度 指 数 和 增 值

适配度指数 均 达 到 威 廉 姆·多 尔 提 出 的０．８的 水

平［４］，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不需要修正。这也证明

了从文献综述中得出的理论基础是正确的。

３．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多群组分析（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开展研究。多群组 分 析 的 目 的 在 于

评估一个适配于某一样本群体的模型是否也适配于

其他不同样本 的 群 体，即 评 估 研 究 者 所 提 的 理 论 模

型在不同样本群体间是否相等或参数是否具有不变

性。多群组分析原理乃是将原先在单一样本的单一

共变结构关系 分 割 成 数 个 平 行 共 变 结 构，进 而 对 这

些共变结构进行评析进而回答影响因素对不同总体

的影响是否具有等同性的方法［５］。本文基于多群组

分析的理论框架，探究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 过

程价、教学 管 理 和 教 学 学 术 对 不 同 特 征（人 口 学 特

征、个体特征、在校表现、专业认知、未来展望）学 生

的影响。

４．统计分析

使用软件ＡＭＯＳ７．０开展不同特征学生的本科

教学满意度进行分析。软件ＡＭＯＳ７．０在多群组分

析的对话窗口 中，有 关 模 型 不 变 性 的 设 定 包 括８种

不变性形态 模 型。开 启 相 关 程 序，就 能 同 时 分 析 多

个群组，因而也 可 以 估 计 群 体 间 共 同 因 素 平 均 数 的

差异是否达到显著。［５］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１．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多群组

分析

表４　多群组分析结果

教学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教学管理 教学学术

性

别

男

女

影响系数 ０．８０＊＊＊ ０．９３＊＊＊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９０＊＊＊

Ｃ．Ｒ．瑏瑦（ｔ值） ３１．６９１　 ２８．３６３　 ２６．９８９　 ２５．７６３　 ２７．８２１

影响系数 ０．８２＊＊＊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１＊＊＊

Ｃ．Ｒ．（ｔ值） ３４．１０９　 ３５．２９９　 ３０．９２１　 ３２．７７６　 ３３．９５０

民

族

汉族

少数

民族

影响系数 ０．８５＊＊＊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２９．３６４　 ２９．８１６　 ３０．４４７　 ２６．１０６　 ２９．９５３

影响系数 ０．７９＊＊＊ ０．９４＊＊＊ ０．９１＊＊＊ ０．８９＊＊＊ ０．８８＊＊＊

Ｃ．Ｒ．（ｔ值） ３４．１０４　 ３１．７９３　 ３４．１５３　 ２８．３６３　 ２６．９８９

生

源

地

城镇

农村

影响系数 ０．８２＊＊＊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１＊＊＊

Ｃ．Ｒ．（ｔ值） ３１．００７　 ３１．６４８　 ３２．４８６　 ２８．３２３　 ２８．３２３

影响系数 ０．８０＊＊＊ ０．９４＊＊＊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３１．７９３　 ３０．０９７　 ３２．０１８　 ３４．７７８　 ２８．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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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状

况

好

差

影响系数 ０．８８＊＊＊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１＊＊＊

Ｃ．Ｒ．（ｔ值） ３１．７９３　 ３４．１５３　 ２８．３６３　 ２６．９８９　 ３０．４４７

影响系数 ０．８２＊＊＊ ０．９３＊＊＊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８８＊＊＊

Ｃ．Ｒ．（ｔ值） ２２．１１１　 ２２．５７５　 ２２．２００　 ２２．５１６　 ２２．１３０

独

生

子

女

是

否

影响系数 ０．８５＊＊＊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９１＊＊＊ ０．９０＊＊＊

Ｃ．Ｒ．（ｔ值） ２１．５３６　 ２２．７５２　 ２３．１７９　 ２２．８０９　 ２２．４４９

影响系数 ０．７９＊＊＊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２２．１０４　 ２２．９０６　 ２２．６３８　 ２３．０２３　 ２２．５３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４显示，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

管理和教学学术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群体有显著性影

响。比较影响 系 数 可 以 看 出，这 五 个 方 面 对 女 生 的

影响更大，这意味着与男生相比，女生对教学目 标、

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教学学术更满 意。

这有如下原因：（１）女生在记忆力、观察力、交际能力

等方面优势明显；［６］（２）当前的考试评价机制更有利

于调动女生学习的积极性。瑏瑧

教学资源对 不 同 民 族 学 生 有 影 响，但 不 具 有 显

著性。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教学学术对

不同民族学生有显著性影响。比较影响系数可以看

出，这四个方 面 对 汉 族 学 生 影 响 更 大。这 意 味 着 与

汉族学生 相 比，少 数 民 族 学 生 对 教 学 目 标、教 学 过

程、教学管理 和 教 学 学 术 感 到 不 满 意。这 与 他 们 的

课堂教学环境适应不良、学业成绩偏低、自我认同不

足相关。［７］

教学资源对 不 同 生 源 地、不 同 经 济 状 况 和 是 否

是独生子 女 的 学 生 有 影 响，但 影 响 不 具 有 显 著 性。

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教学学术对不同生

源地、不同经济 状 况 和 是 否 是 独 生 子 女 的 学 生 有 显

著性影响。比较影响系数可以看出，城镇、经济条件

较好、独生子 女 的 学 生 对 这 四 个 方 面 更 满 意。这 与

城镇学生、经济较好的学生、独生子女学生有相对较

强的独立学习 思 考 能 力、利 用 网 络 搜 集 各 种 学 习 资

料和学科前沿知识的能力相关。［８］

２．专业特征下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多群组分析

表５　多群组分析结果

教学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教学管理 教学学术

院

校

公办

院校

民办

院校

影响系数 ０．７８＊＊＊ ０．７７＊＊＊ ０．９３＊＊＊ ０．７８＊＊＊ ０．９０＊＊＊

Ｃ．Ｒ．（ｔ值） ２３．６４４　 ２４．６７９　 ２５．４４３　 ２３．３７０　 ２３．５９５

影响系数 ０．８７＊＊＊ ０．８６＊＊＊ ０．８１＊＊＊ ０．９０＊＊＊ ０．７７＊＊＊

Ｃ．Ｒ．（ｔ值） ２２．７５２　 ２３．１７９　 ２５．７６３　 ２７．８２１　 １９．４９３

年

级

高年级

低年级

影响系数 ０．７７＊＊＊ ０．９４＊＊＊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３１．７９３　 ３０．０９７　 ３０．４４７　 ２６．１０６　 １４．９６２

影响系数 ０．７９＊＊＊ ０．９３＊＊＊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８０＊＊＊

Ｃ．Ｒ．（ｔ值） ３４．１０４　 ３１．７９３　 ３４．１５３　 ２８．３６３　 ２６．９８９

专

业

文科

理科

影响系数 ０．８８＊＊＊ ０．８２＊＊＊ ０．９３＊＊＊ ０．９０＊＊＊ ０．９４＊＊＊

Ｃ．Ｒ．（ｔ值） １８．５２７　 １８．５２７　 ３３．７０６　 ２３．０２３　 ２２．５３１

影响系数 ０．７７＊＊＊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９１＊＊＊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２１．７９３　 ２０．０６７　 ２２．５１８　 ２４．７７８　 ２６．４７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５显示，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 管理和教学学术对不同类型院校的学生有显著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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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比较影响 系 数 可 以 看 出，民 办 院 校 的 学 生 比 较

认可民办院校的教学目标、教学资源和教学管理，这

与民办院校的 人 才 培 养 定 位 比 较 明 确、靠 硬 件 提 升

社会影响力、重视管理的机制有关。不过，公办院校

的教学过 程 和 教 学 学 术 更 让 公 办 院 校 学 生 感 到 满

意，这与公办院校的办学时间长、师资力量强有关。

教学目标、教 学 过 程、教 学 资 源、教 学 管 理 和 教

学学术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有显著性影响。比较影响

系数可以看出，低年级学生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

教学管理更满 意，高 年 级 学 生 对 教 学 资 源 和 教 学 学

术更满意。这是因为低年级学生往往根据学校制定

的规章制度去 学 习，但 高 年 级 学 生 的 学 习 主 动 性 更

强，因此需要更多学习资源，需要教学学术水平更高

的教师。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 和 教

学学术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有显著性影响。比较影响

系数可以看出，文科学生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

学学术更满意，理 科 学 生 对 教 学 资 源 和 教 学 管 理 更

满意。可见，不 同 专 业 的 学 生 对 本 科 教 学 的 影 响 因

素有不同的需求。文科学生的发展与课堂教学质量

呈正相关，理科 学 生 的 发 展 与 院 校 提 供 的 实 验 设 备

和器材等教学条件呈正相关。

３．在校表现下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多群组分析

表６　多群组分析结果

教学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教学管理 教学学术

成

绩

好

差

影响系数 ０．８１＊＊＊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２＊＊＊

Ｃ．Ｒ．（ｔ值） ２１．１９３　 ３１．７９３　 ３０．０９７　 ３２．０１８　 ２２．４４９

影响系数 ０．８０＊＊＊ ０．９４＊＊＊ ０．９１＊＊＊ ０．８８＊＊＊ ０．８７＊＊＊

Ｃ．Ｒ．（ｔ值） ３４．１０４　 ３１．７９３　 ２５．７６３　 ２７．８２１　 １９．４９３

干

部

是

否

影响系数 ０．８５＊＊＊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２５．１０４　 ２７．７９３　 ２４．１５３　 ２１．３６７　 ２３．６５９

影响系数 ０．７８＊＊＊ ０．９４＊＊＊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３１．７９３　 ３４．１５３　 ３４．１０４　 ３１．７９３　 ３２．２７１

奖

励

有

无

影响系数 ０．８２＊＊＊ ０．８５＊＊＊ ０．９２＊＊＊ ０．９１＊＊＊ ０．９０＊＊＊

Ｃ．Ｒ．（ｔ值） ２８．０９７　 ２４．６７９　 ２５．４４３　 ２３．３７０　 ２６．４７１

影响系数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９＊＊＊

Ｃ．Ｒ．（ｔ值） ２１．７８３　 ２３．０６７　 ２２．７１８　 ２６．５７８　 ２７．３７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６显示，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

管理和教学学术对不同成绩、是否是学生干部、是否

受过学校奖励的学生有显著性影响。比较影响系数

可以看出，成绩好、当过干部和得到学校奖励的学生

对这五方面更满意。这与这些学生已意识到教学对

于他们成长的 重 要 作 用，因 此 他 们 更 加 严 格 地 要 求

自己相关。［９］同时，这些学生拥有更为扎实的知识基

础和完整的知 识 结 构，也 就 使 得 教 学 资 源 在 他 们 身

上更能体现出价值。

４．专业认知下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多群组分析

表７　多群组分析结果

教学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教学管理 教学学术

是否了解

专业前景

是

否

影响系数 ０．８１０＊＊＊ ０．９３１　 ０．９０９　 ０．９０４　 ０．８９７

Ｃ．Ｒ．（ｔ值） ３２．１９３　 １．２５３　 １．０９７　 ０．０１８　 ０．６４３

影响系数 ０．８９３＊＊＊ ０．９３７　 ０．９０５　 ０．８９９　 ０．８９５

Ｃ．Ｒ．（ｔ值） ２４．５０４　 １．７９３　 １．０６３　 ０．８２１　 １．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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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

学好专业

的信心

有

无

影响系数 ０．７９９　 ０．９３８　 ０．９２３　 ０．８９９　 ０．８９２

Ｃ．Ｒ．（ｔ值） １．０９７　 ０．６７９　 １．２４６　 １．３５０　 １．４２１

影响系数 ０．８０１　 ０．９３７　 ０．９２０　 ０．８９６　 ０．８１８

Ｃ．Ｒ．（ｔ值） １．７８３　 １．０６７　 ０．７１８　 １．５７８　 １．３７１

是否有

调整专业

的打算

愿意

不愿意

影响系数 ０．８１６　 ０．９５１　 ０．８１９＊＊＊ ０．８８５　 ０．８８８

Ｃ．Ｒ．（ｔ值） １．２５２　 ０．８７９　 ３１．２６３　 １．１６１　 １．４９３

影响系数 ０．８１９　 ０．９５４　 ０．９０９＊＊＊ ０．８８８　 ０．８８４

Ｃ．Ｒ．（ｔ值） １．０９３　 １．３５３　 ２８．３６３　 １．１２９　 １．４４７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７显示，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 教

学学术对是否 了 解 专 业 前 景 的 学 生 有 影 响，但 影 响

不具有显著性。教学目标对是否了解专业前景的学

生具有显著 性 影 响。比 较 影 响 系 数 可 以 看 出，教 学

目标对了解专 业 前 景 的 学 生 影 响 不 大，这 是 因 为 这

些学生知道专业发展目标，因此有强烈的学习动机，

端正的学习态 度，所 以 外 在 的 教 学 目 标 对 他 们 的 知

识提升和能力提高没有多大用处。［１０］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 和 教

学学术对是否有学好专业的信心的学生没有显著性

影响。

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管理和教学学术对是

否有调整专业打算的学生没有显著性影响。教学过

程对这些学生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比较影响系数可

以看出，没有调 整 专 业 的 打 算 的 学 生 对 教 学 过 程 更

满意。一方面，这些学生没有换专业的打算，这说明

他们喜欢这 些 专 业 的 课 堂 教 学。另 一 方 面，课 堂 教

学让这些学 生 发 现 该 专 业 的 魅 力。因 此，教 学 过 程

与专业喜欢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５．未来展望下的本科教学满意度多群组分析

表８　多群组分析结果

教学目标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教学管理 教学学术

是否担心

未来工作

担心

不担心

影响系数 ０．７９９＊＊＊ ０．９５４　 ０．９１５　 ０．９０１　 ０．８９６

Ｃ．Ｒ．（ｔ值） ２３．６４４　 １．６７９　 ０．４４３　 １．３７０　 １．５９５

影响系数 ０．７２９＊＊＊ ０．９５５　 ０．９１６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４

Ｃ．Ｒ．（ｔ值） ２２．７５２　 １．１７９　 １．３６３　 １．５２１　 １．４９３

毕业后

的打算

工作

深造

影响系数 ０．８９２＊＊＊ ０．８７２　 ０．６７０　 ０．９２８　 ０．８８４

Ｃ．Ｒ．（ｔ值） ３１．７９３　 ０．０９７　 ０．４４７　 １．１０６　 ０．９６２

影响系数 ０．７９２＊＊＊ ０．２７１　 ０．３５４　 ０．５２７　 １．３１８

Ｃ．Ｒ．（ｔ值） ３４．１０４　 １．７９３　 １．１５３　 ０．３６３　 １．２８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８显示，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 教

学学术对是否 担 心 未 来 工 作 的 学 生 有 影 响，但 影 响

不具有显著性。教学目标对这些学生的影响具有显

著性。比较影 响 系 数 可 以 看 出，教 学 目 标 对 担 心 工

作的学生的影 响 更 大，这 是 因 为 这 些 学 生 认 为 教 学

目标实现与他们未来的就业息息相关。

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和教学学术对是

否毕业后选择 工 作 的 学 生 有 影 响，但 影 响 不 具 有 显

著性，但教 学 目 标 对 这 些 学 生 的 影 响 具 有 显 著 性。

比较影响系数 可 以 看 出，教 学 目 标 对 毕 业 后 选 择 工

作的学生影响 更 大，这 是 因 为 这 些 学 生 的 学 习 目 的

性和功 利 性 较 强，使 得 他 们 非 常 重 视 教 学 目 标 的

实现。

五、结论与建议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 和 教

学学术对女 生 的 影 响 更 大。为 此，本 科 院 校 需 要 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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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男生在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 学

管理和教学 学 术 等 方 面 的 满 意 度。首 先，本 科 院 校

要改变评价机制，尤其是考试机制，不要一味地强调

死记硬背的能力。瑏瑨 其次，教师在教学中要鼓励创新

和学以致用，激发男生对学习和探究的兴趣。瑏瑩 第三，

管理者要多鼓 励 男 生 参 与 到 院 校 教 学 管 理 中，发 挥

男生“敢管理”的 天 性，院 校 应 制 定 相 应 的 激 励 机 制

和保障机制。［１１］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 对 汉

族学生的影 响 更 大。为 此，本 科 院 校 需 要 努 力 提 高

少数民族学生在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

学管理和教 学 学 术 等 方 面 的 满 意 度。通 过 访 谈 得

知，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基础较差，往往跟不上教

学进度，因此认为教学内容过于深奥，课后也不善于

运用教学资 源 复 习 和 深 化 知 识。为 此，教 师 在 不 影

响教学进度的前提下，要和少数民族学生多沟通，鼓

励他们努力学习，教导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他

们运用学习资源，加强对他们的课后辅导。

教学目标、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教 学 学 术 对 城

镇、经济 条 件 较 好、独 生 子 女 的 学 生 影 响 更 大。为

此，本科院校需要努力提高农村、经济状况较差和非

独生子女的学生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管 理、

教学学术等 方 面 的 满 意 度。农 村、经 济 状 况 较 差 和

非独生子女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教育部应进

一步完善奖、贷、助、减、免、补机制，多途径资助家庭

经济状况较 差 的 学 生 完 成 学 业。与 此 同 时，地 方 各

级政府还应根 据 本 地 的 实 际 情 况，出 台 一 系 列 资 助

家庭经济状况 较 差 的 学 生 的 政 策 和 采 取 相 关 措 施。

社会各有关方 面 也 应 通 过 各 种 渠 道 筹 集 资 金，开 展

形式多样的资助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学生的活动。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 和 教 学 管 理 对 民 办 院 校 学

生的影响更大，教 学 过 程 和 教 学 学 术 对 公 办 院 校 学

生的影响更 大。可 见，民 办 院 校 要 提 高 学 生 对 教 学

过程和教学学 术 的 满 意 度，公 办 院 校 要 提 高 学 生 对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 和 教 学 管 理 的 满 意 度。这 意 味

着，民办院校应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公办院校要

大家加强管理和资源的建设。加快推进民办院校与

公办院校之间 的 学 分 互 认 的 进 度，是 破 解 民 办 院 校

师资队伍数 量 不 足、质 量 不 高 的 必 经 之 路。公 办 院

校教学目标不 明、教 学 资 源 匮 乏 与 落 后 的 教 学 管 理

制度密切相 关。［１２］为 此，公 办 院 校 需 要 引 入 新 的 教

学管理制度，如学分制，以此更明晰地定位人才培养

目标，提高 教 学 资 源 利 用 效 率，实 现 教 学 资 源 合 理

分配。

教学目标、教 学 过 程 和 教 学 管 理 对 低 年 级 学 生

的影响更大，教 学 资 源 和 教 学 学 术 对 高 年 级 学 生 的

影响更大。这说明，学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

为此，本科院校 要 向 低 年 级 学 生 多 宣 讲 本 校 的 人 才

培养理念和课 程 教 学 目 标，让 他 们 切 身 感 受 到 未 来

发展的道路。同 时，本 科 院 校 教 学 管 理 要 更 加 柔 性

和人性化，让低年级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评教中，

发挥他们主人翁的地位。［１１］为了更好地发挥高年级

学生的主动性，本 科 院 校 更 应 向 他 们 倾 斜 更 多 的 资

源，如一些学生说，“我想考研，需要安静的环 境，但

图书馆开馆时间太晚，闭馆时间又太早。”还有 学 生

说，“我跟着老 师 做 科 研，但 学 校 图 书 馆 提 供 的 外 文

资料太少了，弄得我的研究热情都没了。”与其 他 资

源相比，高年级学生更希望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教

授进入课堂为他们授课，因为他们不再需要“照本宣

科”的讲解，需要的是知识点贯穿、理论与实践融合、

学术前沿、学术热点等方面的讲解瑐瑠。

教学目标、教 学 学 术 和 教 学 过 程 对 文 科 专 业 的

学生影响更大，教 学 资 源 和 教 学 管 理 对 理 科 专 业 的

学生影响更 大。可 见，本 科 院 校 要 为 不 同 专 业 的 学

生提供不同的帮助，不能一刀切。为此，本科院校需

要多方调研不 同 专 业 的 深 层 次 需 求，根 据 国 内 外 最

新的专业发展 趋 势，灵 活 机 动 地 配 置 有 限 的 资 源 和

调整资 源 配 置 的 比 重，让 有 限 的 资 源 发 挥 最 大 的

功效。

教学目标、教 学 资 源、教 学 过 程、教 学 管 理 和 教

学学术对成绩 好、学 生 干 部 和 得 到 过 学 校 奖 励 的 学

生影响更大。换句话说，成绩较差、非干部和未受过

学校奖励的学生对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 过 程、

教学管理和 教 学 学 术 不 甚 满 意。为 此，本 科 院 校 不

仅应创造一个 竞 争 的 环 境，为 拔 尖 的 学 生 提 供 良 好

的发展平台，还 应 创 造 一 个 让 大 多 数 非 拔 尖 的 学 生

进一步发展 的 空 间。通 过 访 谈 得 知，这 些 非 拔 尖 的

学生往往有“守 株 待 兔”的 心 理 特 征，不 会 主 动 地 显

现自己的能 力。一 旦 给 他 们 提 供 一 些 相 应 的 帮 助，

他们的发展也会进 入“快 车 道”。为 此，辅 导 员 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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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地赏识他们的才华、班主任要多鼓励他们、任课

教师要额外地 关 注 他 们 学 习 的 进 展、院 校 要 给 他 们

给予同等竞争的机会等等。让能力强的学生更快地

发展，让能力一 般 的 学 生 也 能 发 展 是 当 前 本 科 教 学

必须兼顾的问题。

教学过 程 对 没 有 调 整 专 业 打 算 的 学 生 影 响 更

大。一方面，本科院校要有较灵活的转专业制度，让

学生根据自 己 的 兴 趣 选 择 相 关 的 专 业。另 一 方 面，

大学教师要切 实 提 高 教 学 过 程 的 趣 味 性 和 实 用 性，

让学生学有 所 得 学 有 所 用。根 据 访 谈 得 知，学 生 喜

欢综合运用不 同 教 学 方 法 的 教 师，这 就 需 要 教 师 根

据课程需 要 和 学 生 的 实 际 情 况 不 断 地 整 合 教 学 方

法，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瑐瑡。

教学目标对 不 了 解 专 业 前 景 的、担 心 工 作 和 和

毕业后首选 工 作 的 学 生 影 响 更 大。为 此，本 科 院 校

的教学目标应 更 加 清 晰 和 具 体，让 学 生 对 院 校 培 养

理念、课程设 置 目 标 和 课 堂 教 学 目 的 一 目 了 然。首

先，本科院校需要做好新生教育，让新生在入学初能

强烈感受到院校的校史、校风和精神。其次，教师要

在上课之前与 学 生 不 断 交 流 课 程 以 及 教 学 的 目 标，

让学生明晓 他 们 学 习 目 的 和 要 达 到 的 目 标。再 次，

各院系要努力 构 建 完 整 的 教 学 目 标 体 系，能 够 很 好

地回答学生“在什么时候，于什么领域，对什么内容，

应达到什么样的要求”［１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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