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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大学学生学习满意度研究
———以山东科技大学为例

诸葛福民，吴正龙，李淑娜
（山东科技大学 学生工作处，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９０）

摘　要：通过对工科大学学生学习满 意 度 的 调 查 研 究 发 现：工 科 大 学 学 生 学 习 满 意 度 的 总 体 水 平 处 在“一 般 满

意”与“非常满意”之间，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 “教师教学”“课程内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和 管 理 服 务”。男 生

学习满意度的总体水平要高于女生。在年级上学习满 意 度 水 平 呈 现“两 端 高，中 间 低”的 特 点，在 生 源 地 上 学 习

满意度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大城市、一般城市、城镇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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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研究背景和方法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教 育 部 关 于 全 面 提 高 高 等 教 育 质 量

的若干意见》（教高［２０１２］４号）文件要求，高等学校应该 不 断 强 化 教 学 工 作 的 中 心 地 位，完 善 高 等 学 校 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高等 学 校 人 才 培 养 质 量。学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是 衡 量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的 一 项 重 要 指

标，同时还可以用来解释学生参与学 习 活 动 的 动 机 和 参 与 学 习 的 结 果。［１］学 习 满 意 度 是 优 化 教 学 环 境 的

信息来源和推动力，它能够指导高校不断自我调适、有的放矢地进行各方面的改进。

（一）研究背景

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研究已经得到许多研究者的 关 注，但 工 科 大 学 学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问 题

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工科大学更强调大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 实 践 能 力 的 培 养，要 求 学 生 具 有 扎

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学业要求较高，学业 压 力 相 对 较 大。通 过 对 工 科 大 学 学 生 学 习 满 意 度 的

研究，可以客观地评价研究工科大学教育管理和服务水平，发现工科大学在 学 习 教 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有 针

对性地了解工科大学学生在学习和成才过程中的期望和需求。

２０１２年，我校被山东省教育厅遴选为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工程建设单位。为了摸清我校本科生的学习

满意度，了解学校在教师教 学、课 程 设 置、校 园 文 化 和 管 理 服 务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是 否 能 达 到 学 生 的 期 望 水

平，以便更好地为学校的特色名校工程建设提供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 编 制 了 学 习 满 意 度 问 卷，在 验

证了问卷的合理性之后，在我校本科生 中 进 行 了 调 查 分 析，探 讨 了 我 校 本 科 生 学 习 满 意 度 的 具 体 情 况 和

总体水平，并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进行了差异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

我校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具有 重 要 的 研 究 意 义。首 先，通 过 我 校 本 科 生 学 习 满 意 度 的 研 究 结 果，

可以客观地评价我校大学生教育管理 和 服 务 水 平，清 楚 认 识 到 我 校 大 学 生 教 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了 解 我 校

学生在学习和成才过程中的期 望 和 需 求。其 次，有 利 于 我 校 自 身 的 发 展，提 高 人 才 培 养 质 量。通 过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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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大学生对学校各项具体指标的满 意 度 情 况，为 学 校 提 供 了 与 学 生 沟 通 的 桥 梁，从 而 可 以 有 针 对 性 地

采取有效的教育和管理措施，提高我校大学生教育 水 平。最 后，本 研 究 设 计 出 适 合 工 科 大 学 发 展 实 际 的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量表，建立了合理、科学的学习满意度指标体系，为以后工 科 大 学 学 生 学 习 满 意 度 的 纵

向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研究工具。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我校在校本科生，研究范围涵盖了学校四个年级、十四个学院的学生。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按 照 心 理 学、社 会 学 有 关 问 卷 设 计 的 基 本 要 求，调 查 量 表 综 合 采 用 了４１
个题项。

１．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调查样本，按照学 院 和 年 级 的 人 数 比 例 抽 取 被 试３　０００名。问 卷 总 计

发放３　０００份，其中回收２　９８３份，问卷的回收率为９９．４３％；剔除回答的不完整和 明 显 随 意 回 答 的 问 卷，

共得到有效问卷２　９６０份，有效率为９８．６７％，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问卷调查的要求。

２．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 定 量 表 包 括 四 个 因 素 以 及４１个 题 项，四 个 因 素 分 别

为：教师教学、课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与 服 务 管 理。使 用 ＡＭＯＳ１６．０对 量 表 进 行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各项指标符合心理学测量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 良 好 的 结 构 效 度。本 研 究 量 表 各 个 维 度 内 部 一 致 性

系数在０．９６１－０．７９３之间，整个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９６１，说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二、我校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基本情况分析

（一）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各题项分析

通过对学习满意度量表的每个项目的平均分进行高低排序，结 果 表 明，学 习 满 意 度 最 高 的１０项 题 目

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师的教学态度、校 园 的 自 然 环 境、教 师 的 专 业 知 识 丰 富 程 度、学 校 的 考 风 和 考 纪、

教室空间、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图书馆 借 阅 和 管 理 等 服 务、贫 困 生 资 助 资 金 措 施 落 实 到 位 情 况、教 师 的

教学进度情况。

学习满意度最低的１１项题目（有 并 列 题 目）：图 书 馆 藏 书 量、学 校 的 医 疗 设 施 和 服 务、校 园 网 网 络 管

理和服务、学生公寓的住宿条件、课程内 容 与 就 业 联 系 程 度、学 校 的 实 习 场 所 和 实 验 设 备、学 校 第 二 课 堂

活动内容丰富程度、课程内 容 新 颖 丰 富 程 度 和 学 生 兴 趣 情 况、学 生 的 社 会 实 践 活 动、学 生 的 科 技 创 新 活

动、课堂上与教师的互动。

（二）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各维度分析

从总体情况上看，学生的整体学习满意度，以“教 师 教 学”维 度 所 得 的 平 均 分 数 最 高，为３．３７９分；其

次为“课程内容”维度，其平均分数为３．２８５分；“硬件建设”维度，平均分数为３．２７６分；“校园文化和 管 理

服务”维度的平均分数最低，为３．２７２分（见表１）。

表１　学习满意度各维度的平均分与标准差

维度 题项数 Ｎ 均值 标准差

教师教学 １０　 ２９６５　 ３．３７９ ．４３　８４９

课程内容 １１　 ２９６５　 ３．２８５ ．５０　６０７

硬件建设 ６　 ２９６５　 ３．２７６ ．５２　９６９

校园文化与管理服务 １４　 ２９６５　 ３．２７２ ．５０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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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习满意度在人口变量上的分析

１．学习满意度在性别变量上的分析

以性别（男，女）为自变量，学习满意度（教师教学、课程内容、硬件建设、校园 文 化 与 服 务 管 理）为 因 变

量，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在教师教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与 服 务 管 理 和 总 体

水平上都有显著差异，男生的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见表２）。

表２　不同性别在学生满意度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男 女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Ｔ值

教师教学 ３．４０ ．４５　１３６　 ３．３５ ．４１　４０５　 ３．１４５＊＊＊

课程内容 ３．３２ ．５１　１８７　 ３．２３ ．４９　２２５　 ４．２０９＊＊＊

硬件建设 ３．２９ ．５４　５３１　 ３．２５ ．５０　１０９　 ２．３７９＊＊＊

校园文化与服务管理 ３．３０ ．５２　０７５　 ３．２３ ．４８　８８４　 ３．３１９＊＊＊

总体 ３．３３ ．４５　９０５　 ３．２６ ．４２　９３５　 ３．７１９＊＊＊

２．学习满意度在年级变量上的分析

以年级（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为自变量，学习满意度（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与

服务管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 析。结 果 表 明，年 级 在 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与服务管理和总体水平上都有显 著 差 异，２００９级 和２０１２级 学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水 平 显 著 高 于２０１０级 和

２０１１级学生，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１级和２０１０级（见表３）。

表３　不同年级在学生满意度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２０１２级 ２０１１级 ２０１０级 ２００９级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值

教师教学 ３．４３ ．４０　８７６　 ３．３３ ．４３　００３　 ３．２８ ．４５　１４５　 ３．４７ ．４４　２０１　 ３０．０６７＊＊＊

课程内容 ３．３３ ．４９　０３９　 ３．２２ ．５０　３８４　 ３．１８ ．５１　５４５　 ３．４１ ．４８　４８８　 ３１．３５７＊＊＊

硬件建设 ３．３０ ．５３　９７４　 ３．２３ ．５１　１６１　 ３．１７ ．５４　７６３　 ３．４１ ．４８　１９３　 ２７．７８５＊＊＊

校园文化与服务管理 ３．３６ ．４６　８９０　 ３．２２ ．４９　７８２　 ３．１３ ．５４　１１９　 ３．３７ ．４９　６０８　 ３９．２７８＊＊＊

总体 ３．３６ ．４２　０８５　 ３．２５ ．４４　０４８　 ３．１９ ．４６　９７７　 ３．４１ ．４３　３８１　 ３８．８９２＊＊＊

３．学习满意度在生源地变量上的分析

以生源地（农村、城镇、一般城市、大城市）为自变量，学 习 满 意 度（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文化与服务管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生源地变量 在 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设、校园文化与服务管理和总体水平上都有显著 差 异。在 生 源 地 上，大 城 市 学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水 平 最

高，农村学生的学习满意度水平最低，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大城市、一般城市、城镇和农村（见表４）。

４．学习满意度在学科类别变量上的分析

以学科类别（工科、理科、文科、其他）为自变量，学习 满 意 度（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与服务管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工科、理科、文科和 其 他 学 科 类 别 的 学 生 在 学

习满意度的总体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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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生源地学生满意度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农村 城镇 一般城市 大城市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值

教师教学 ３．３１ ．４４　１１６　 ３．３９ ．４２　６０５　 ３．４５ ．４１　６９０　 ３．６１ ．３８　９０６　 ４１．２３７＊＊＊

课程内容 ３．２１ ．５０　７６５　 ３．２９ ．５０　００２　 ３．３６ ．４７　９１９　 ３．５９ ．４２　６５０　 ４６．７８０＊＊＊

硬件建设 ３．２３ ．５２　５３６　 ３．２９ ．５１　２０４　 ３．３０ ．５３　６４８　 ３．５０ ．５１　９１１　 ２０．０９４＊＊＊

校园文化与管理服务 ３．２１ ．５１　６０７　 ３．２９ ．４９　２０２　 ３．３４ ．４８　７８５　 ３．５２ ．４５　９６０　 ３２．３８５＊＊＊

总体 ３．２４ ．４４　８５３　 ３．３１ ．４３　７７０　 ３．３７ ．４３　４２３　 ３．５６ ．３９　７０６　 ４３．２７１＊＊＊

表５　学科类别在学生满意度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其他 文科 理科 工科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值

教师教学 ３．３６ ．４４　８９５　 ３．３７ ．４２　４３１　 ３．３３ ．４７　１８９　 ３．３９ ．４３１７５　 ２．８０８＊＊＊

课程内容 ３．２６ ．５５　３６６　 ３．２４ ．４９　６８７　 ３．２６ ．５３　０７８　 ３．３１ ．４９　８８５　 ３．０６１＊＊＊

硬件建设 ３．２１ ．５５　５０３　 ３．２３ ．５２　３２０　 ３．２６ ．５４　１２４　 ３．３０ ．５２　６５０　 ２．７０２＊＊＊

校园文化与管理服务 ３．２１ ．５６　１０３　 ３．２３ ．５０　３４３　 ３．２６ ．５２　３４０　 ３．２９ ．５０５１１　 ２．８９５＊＊＊

总体 ３．２６ ．４９　１７１　 ３．２６ ．４４　０２６　 ３．２７ ．４６　６９４　 ３．３２ ．４４　４１１　 ３．１３７＊＊＊

５．学习满意度在省内、省外变量上的分析

以省内、省外为自变量，学 习 满 意 度（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与 服 务 管 理）为 因 变

量，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表明，省 内、省 外 变 量 在 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硬 件 建 设、校 园 文 化 与 服 务

管理和总体水平上都有显著差异，省内学生的学习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省外学生（见表６）。

表６　省内、省外在学生满意度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维度
省外 省内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Ｔ值

教师教学 ３．２８ ．４５　４４０　 ３．４０ ．４３　２４３　 ５．５３７＊＊＊

课程内容 ３．１８ ．５２　５２９　 ３．３１ ．４９　９２３　 ５．２３３＊＊＊

硬件建设 ３．１２ ．５８　２９９　 ３．３１ ．５１　２１２　 ７．２９６＊＊＊

校园文化与服务管理 ３．１６ ．５３　２９８　 ３．３０ ．５０　１６５　 ５．７５３＊＊＊

总体 ３．１９ ．４７　４３７　 ３．３３ ．４４　００６　 ６．３９６＊＊＊

三、影响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影响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原因分析

１．为什么男生的学习满 意 度 水 平 高 于 女 生？ 究 其 原 因，我 们 认 为 有 三 方 面：第 一，由 于 女 生 认 真 细

腻，学习更加投入，因此对教 师 教 学 和 管 理 服 务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从 而 使 女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降

低。第二，工科高校以工科为主，工科课程学习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数 理 统 计 能 力，而 男 生 在 这 方

面的学习优势要大于女生，可能导致女生学习满意度降低。第三，男生的就 业 形 势 要 好 于 女 生，可 能 导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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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学习满意度降低。工科大学是以工科优势突出 的 学 校，工 科 专 业 就 业 形 势 较 好，但 工 科 的 招 聘 单

位因为行业特点不愿意招聘女生。另外，工科大学的女生主要集中在管理 学、文 学、法 学、经 济 学、教 育 学

等学科里，这些学科在工科大学中往往处于劣势，就业形势相对较差。

２．为什么省内学生的学习满意度水平高于省外学生？究其原因，我 们 认 为 有 两 方 面：第 一，省 外 学 生

相对于省内学生来讲，环境变化较大，适 应 期 更 长，包 括 语 言、生 活 习 惯、学 习 方 式、自 然 环 境 和 人 文 环 境

等各方面都需要重新面对和适应。例如有些省外学生听不懂老师的 方 言，还 有 些 英 语 基 础 较 差 等。这 些

因素可能导致省外学生的学习满意度较低。第二，地域的距离和差异使 省 外 学 生 获 得 的 社 会 支 持 关 系 相

对较远和较少，从而让省外学生缺少安 全 感 和 归 属 感，处 理 事 情 的 时 候 更 加 谨 慎，担 心 出 错，这 些 因 素 也

会投射在学习方面。

３．为什么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在年级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 究 其 原 因，我 们 认 为 有 三 方 面：

第一，２０１２级新生刚进入大学，对大学的生活和学习都 有 美 好 的 憧 憬，对 大 学 生 活 充 满 新 鲜 和 好 奇，其 对

专业学习的兴趣比较浓厚，在课堂中 认 真 听 讲，遵 守 课 堂 纪 律，学 习 态 度 非 常 认 真。在 教 师 教 学、课 程 内

容、生活环境和管理服务方面，新生处于 摸 索 和 适 应 阶 段，在 摸 索 过 程 中，对 很 多 内 容 都 认 为 是 合 理 和 权

威的，反对和消极的意见 较 少，更 多 地 是 积 极 适 应 的 态 度，因 而２０１２级 新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较 高。第 二，

２００９级学生面临毕业，学业压力逐渐减少，对生活和学 习 都 已 经 完 全 适 应。大 四 学 生 对 学 校 的 归 属 感 和

认同感大大增强，已经完全融入到学校的教育文化 氛 围 中。在 课 程 设 置 中，大 四 的 专 业 课 程 学 习 压 力 较

小，学生有更多的 精 力 可 以 投 入 到 工 作 应 聘 和 考 研 中 去，因 而２００９级 学 生 的 学 习 满 意 度 较 高。第 三，

２０１０级和２０１１级学生学习满意度较低，一 方 面 是 因 为 大 二、大 三 学 生 的 课 程 量 最 大，学 习 内 容 最 多，因

而学习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一部分学生到了大二和大三阶段对学习产生 了 懈 怠 心 理，出 现 上 课 迟 到，不

遵守课堂纪律等情况，缺乏对时间的合理安排，可能导致学习满意度较低。

４．为什么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呈现从大城市、一般城市、城镇到农 村 逐 步 降 低 的 特 点？ 究 其 原 因，我 们

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大，使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生 活 和 学 习 中 存 在 较 大 差 距。大

城市的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前沿信息，知 识 面 比 较 广，更 容 易 接 受 新 事 物，适 应 能 力 较 强；而 农 村 学 生 信

息相对闭塞，休闲和文化生 活 相 对 单 一，造 成 城 乡 学 生 在 入 学 前 就 存 在 着 学 习 观、生 活 观 和 价 值 观 的 差

异。另一方面，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生活和学习的消费能 力 上 远 远 低 于 城 市 学 生，日 常

生活费和学费的压力较大，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农村学生学习满意度最低。

（二）对策建议

通过学习满意度的调查分析，能够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我校目 前 存 在 的 问 题，对 于 学 校 下 一 步 改 进

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研究结果，我校学生学习满意度最低的内 容 主 要 包 括：硬 件 建 设、教 师 教

学和就业实践。学校应从这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１．进一步加大基本建设方面的经费投入，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

首先，在充实图书馆藏书量、提高学校医疗和住宿条件、改善校园 网 络 管 理 服 务 水 平 等 方 面 加 大 经 费

投入，满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求。各种学习环境和资源，都会影响到学生 学 习 的 兴 趣 以 及 效 果，一 个 良

好的学习环境包括合适的教学设备、舒 适 的 教 学 环 境、适 当 的 学 习 空 间、必 备 的 教 学 器 材 等，这 些 因 素 都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影响学生学习的满意度。［２］随着时代 的 发 展，在 新 时 期 成 长 起 来 的 学 生

进入大学，由于较为优越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对学校的硬件条件提出了更 高 的 要 求，希 望 有 比 较 好 的 教

室环境、住宿条件、医疗服务、网络服务等。因此，学校应着重学习环境和生活 环 境 的 改 善，为 学 生 提 供 舒

适的、便利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能够助力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其次，加快校园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为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开展 提 供 阵 地 和 场 所，以 满 足 学 生 对 丰 富

多彩校园文化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快校园文化活动场所的建 设，为 他 们 提 供 展 现 才 华、张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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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实践创新的平台。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们的 教 育 应 当 使 每 一 堵 墙 都 说 话”。校 园 文 化 建 设 中 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活动场所的建设。校园文化活动场所的完善 有 利 于 启 发 学 生 的 灵 感、激 发 学 生

的兴趣，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空间。另 一 方 面，在 我 们 熟 悉 的 范 围 内 发 掘 出 新 的 教 育 资

源，使每一个角落都能成为学生学习、探 究 和 实 践 的 园 地。在 第 二 课 堂 方 面，应 该 以 生 动 活 泼、丰 富 多 彩

的形式，拓宽大学生知识学习的空间和 内 容，丰 富 学 生 的 第 二 课 堂，活 跃 教 育 和 文 化 氛 围，不 断 丰 富 和 创

新校园文化工作载体，丰富校园文化的主题，让更多同学从中受益，扩展校园文化教育的受众面。

２．进一步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以 社 会 需 求 和 毕 业 生 就 业 为 导 向 调 整 专 业 学 科 设 置、更 新 教 学 内

容、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等

首先，在继承和发扬学校优势学科的基础上，根据国家产业布局 和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战 略，不 断 调 整 和 增

设新学科、新专业，增强学科专业的职 业 性、实 用 性。同 时 在 学 生 具 体 的 专 业 选 择 上，能 够 设 置 模 块 单 元

学位课程，能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需求，选择不同的课程模 块 组 合，从 而 提 高 学 生 的 核 心

竞争力。

其次，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从 而 有 效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习 质 量。一

方面，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内容的 实 用 性，使 教 学 内 容 与 工 作

实际相结合，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 高 学 生 的 培 养 质 量。另 一 方 面，在 教 学 方 法 上，教 师 应 该 营 造 一 种

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建立良好、互动的 师 生 关 系，避 免 填 鸭、灌 输 式 的 教 课 方 式，诱 导 学 生 积 极 思 考，敢

于创新。Ｐａｌｍｅｒ　＆Ｖｅｒｎｅｒ研究了不同教 学 方 式（演 讲、讨 论、混 合）与 学 生 满 意 度 的 关 系，发 现 高 满 意 的

学生比较喜欢混合式教学法。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如果参与活动的 目 的 能 达 成，学 生 则 会 感 到 满 意。［３］教

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最后，在教学环节必须更多地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在 教 学 过 程 中，增 加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精心设计既联系实践又有开放性的问题，给 学 生 提 供 思 辨 的 空 间，提 高 学 生 的 参 与 程 度。Ｈｏｆｆ　Ｍａｃａｎ认

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师 生 互 动、教 学 特 质 和 课 程 教 材 等 三 项 差 异，影 响 学 生“学 习 满 意 度”的 行 为 倾

向。［４］教师的角色应定位于引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应该成为 与 学 生 共 同 学 习 的 参 与 者，带 领 学

生亲身去实践学习，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３．进一步加大对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 的 培 养，努 力 提 高 学 生 实 践 能 力；加 强 就 业 指 导 服 务，提 高 毕 业

生就业质量，以创业带动就业

第一，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创业能力。从学生自身来讲，应当自我 鞭 策，努 力 改 变 陈 旧 观 念，摒 弃 刻 板

的学习模式，在学习中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创新 活 动 中 去。大 学 生 要 培 养 创 新

意识和提升创业能力，可以 从 以 下 四 方 面 入 手：一 是 课 堂 上 多 想 多 说，在 学 习 知 识 的 基 础 上 多 思 考 多 反

馈。二是课下多动多做，积极参加学校活动、社团组织等，不做读死书的人。三 是 要 积 极 利 用 好 学 校 里 的

各种硬软件方面的环境资源，如图书馆、实验室等，这些场所是培育和激发 创 新 灵 感 的 有 利 环 境。四 是 主

动走出校园，参加社会调研，让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思 考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并 在 实

际活动中及时反馈和总结。

第二，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服务措 施，建 立 运 行 良 好 的 学 生 就 业 服 务 工 作 机 制。学 校 心 理 辅 导 机 构

和招生就业指导中心应担负起调整学 生 思 想、对 他 们 进 行 思 想 与 职 业 教 育 的 任 务，帮 助 他 们 树 立 正 确 的

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的专业自豪感，让 他 们 充 分 了 解 自 己 所 学 专 业，最 后 才 能 让 他 们 真 正 热 爱 自 己

的专业［５］。学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 是 建 立 大 学 生 就 业、创 业 课 程 体 系，加 强 学 生 创 业 教 育，以 创 业 带

动就业。积极开拓就业市场，为毕业生求职搭建平台，帮助大学生充分就 业。二 是 广 泛 开 展 创 业 大 赛、创

业模拟、创业典型评选等活动，着力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并且依托国家大 学 科 技 园，打 造 具 有 我 校 特 色

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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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建议学校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梳理学生满意度各项指标，结合本职工 作，不 断 改 进 工 作，增 强“全 员

育人”的责任意识，努力提高育人水平

学校各职能部门应该坚持“全员 育 人、全 过 程 育 人、全 方 位 育 人”的 理 念，结 合 本 职 工 作，为 学 生 提 供

良好的学习环境。例如，科研部门应该激发大学生的科 技 创 新 意 识 和 培 育 创 新 精 神，完 善 科 技 创 新 教 育

体系，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产业转化部门应该多途径为学生提供实践 教 育 的 平 台，建 立 完 善 的 大 学

生实践基地，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后勤服务部门应该做好学生的生 活 和 安 全 保 障 工 作，保 证 学 生

有一个舒适的饮食、住宿 和 医 疗 等 方 面 的 环 境，提 高 学 生 的 生 活 满 意 度。学 校 各 部 门 应 该 树 立“育 人 为

本”的理念，对学生中的弱势群体、落后群体、特殊群体等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 护，使 每 个 学 生 都 能 够 感 受

到来自学校的关爱、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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