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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学习的满意度研究 

以武汉市高校 2500名高校大学生的调查为例 

李国珍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通过对武汉市5校 2500名大学生调查，从大学生和大学教育制度两个方面， 

着手寻找影响大学生对课程学习满意度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培养方案、教学方式等宏观性 

的教学改革对他们课程满意度无关；大学生非常关注大学课程对 自己需要的满足，如果能够满 

足他们某种功利性需要的课程，他们的满意度就会高，否则就不高；大学生对大学课程的满意 

度与宏观政策无关，但是与他们互动的微观 因素相关，如老师的教学水平，老师的科研水平， 

同学意见、班主任建议等；大学生对大学课程的满意度与大学生的性别，年级和是否考研与课 

程满意度相关。 

[关键词] 大学生；课程学习；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4)01—0051—05 

A Study on th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Learning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5OO colleg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Wuhan City 

LI Gno—zhe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2500 students from 5 Schools in Wuhan City，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are sought from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students．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training programs，teaching methods and other macroscopic teaching courses are 

unrelated to satisfac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ir own needs．If they are satisfied 

with some kind of utilitarian curriculum，their satisfaction will be high． Otherwise it will not be high． 

Students’satisfac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acroeconomic policy，bu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micro 

factors，such as teachers’teaching level，teach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the students opinion， 

tutors’suggestions．students satisfactions correlated with sex，grade，and whether PubMed and course 

satisfaction iS unrelated othe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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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 

而优秀的人才始于专业教育，一个好的专业教育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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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于自己的许多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之中 J̈。只 

有这样，才能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符 

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因此大学生对各专业课程的满 

意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人的行为动机 

是由需要来激发的，而需要的满足是一个人行为能 

否持续的关键。如果大学生所学的专业课程能够让 

大学生们感到满意，那么他们学习兴趣和动机就会 

激发，才会有动力去学好自己的专业。在和谐社会 

体制下，教育追求的目标也是和谐教育，和谐教育 

是从实现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 

统一出发，调控教育场中诸教育要素关系，使教育 

节奏符合学生发展节律，进而使 “教”与 “学” 

产生谐振效应 。 

大学生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人才 

储备和发展潜力，大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的满意度 

也引起了国内外大学的高度重视。很多高校为解决 

这个问题付出了很多努力，如通过改革行政机构为 

教师提供事务性服务、为大学生制订专业培养计 

划、加强教学评估等。基于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础 

环节，很多教育研究机构和学者将 目光投向了 

“课堂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专门成立了一个 

课堂研究社区行动小组，课堂研究人员在每年召开 

的AAHE全国会议上齐聚一堂，研讨课堂教学。 

在国内围绕 “课堂”对提高高校教学质量进行研 

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也翻译了很多国外的著述。 

课堂研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与手段、教学的技巧、学习环境、师生关系、职业 

道德、课程的设计与评价、课堂评价方法等 J。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 2000版的ISO／DIS9000 

中的顾客满意的定义：“顾客满意，是指顾客对某 
一 事项已满足其需求和期望的程度的意见”_4 J。在 

此定义中，笔者认为是给出评价过程与顾客心理感 

受的结合。那么在本文中，“课程满意度”指的是 

大学生对课堂教学己满足其需求和期望的程度的意 

见 (评价)，也是大学生在接受课堂教学这一服务 

时的一种心理感受。 

大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满意度是两个主体之间的 

互动中构建出来的，他们的评价除了高等教育单位 

本身 (包括培养方案、老师的教学方式、专业设 

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自身的原因也非常的 

重要，因此本文从两个主体角度出发，设计问卷， 

试图找出影响大学生对课程教学满意度的因素。 

一

、 研究设计和变量的测量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调查法的方法来研究，在武 

汉的重点本科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五所学校中， 

从二、三、四年级中依据专业的大分类的方式，用 

分层抽样的方法，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500个学 

生，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共发放 250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2347份，回收率高达93．9％。 

本文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大学生对专业课程的满 

意程度：大学生基本情况、选课方式、老师素质和 

教学方式、课程本身情况等四个方面构成本文的自 

变量。 

首先，大学生基本情况，从性别、出生地、年 

级、学习是否认真、是否逃过课、是否有考研的打 

算等变量来测量大学生对本专业课程的满意度。 

其次，选课方式这个维度，本文使用问卷中， 

大学生选课是如何做出决定的27个选项，通过因 

子分析的方法，抽取出公因子的方式来确定 自变 

量，从而测量大学生对本专业课程满意度的测量。 

表 1是问卷上关于大学生选课方式的问题，共有 

27中选课的方式，基本上囊括了大学生在选课时 

候的所有想法，由于变量众多，而且大都是定序变 

量，本文通过赋分的方式，求得每个变量的均分， 

把每一个变量都变成定距变量，然后通过因子分析 

的方式，抽取出几个公因子。 

通过因子分析，我们把大学生选课的方式抽取 

出5个公因子，为了统计的方便，我们把这5个公 

因子分别取名为：自主选择；功利选择；班主任意 

见选择；同学意见选择；老师导向选择，累积解释 

方差为 54．029％。 

其中自主选择因子包括，选修什么课程主要是 

自己考虑的事；选课一定要有 目的性，不能盲从； 

个人兴趣是选修课程的依据；不管别人怎么说，选 

修课程还是自己拿主意；我相信有目的的选课才是 

明智；我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课；我选的课程 

都是自己认真考虑后选择的；我选修的课其目的都 

是很明确；我选修的都是我感兴趣的课程等9个变 

量。功利选择因子包括，只要能拿到学分就行，我 

无所谓选什么课；我选对就业有作用的课；我喜欢 

选大多数人都喜欢或选择的课程；哪个老师打分比 

较高，我就选哪个老师的课程；我选对考研有作用 

的课；哪门课程考试容易，我就选哪门课；我选对 

出国有作用的课等6个变量。班主任意见包括，班 

主任的意见对我选课非常重要；在选课之前，我会 

征求班主任的意见；我大多会根据班主任意见选修 

课程等3个变量。同学意见因子包括，师兄师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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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建议对我有借鉴意义；我相信大多同学选的课 

是没有问题的；我会向师兄师姐打听应该选什么课 

程；我一般会选择师兄师姐们选过的课程；我一般 

会选择师兄师姐们选过的课程；一般别人选什么我 

就选什么等 6个变量。老师导向因子包括：我选 

“名气”大的老师上的课；我选讲课讲得好的老师 

上的课；我选我喜欢的老师上的课等 3个变量。 

再次，老师素质和授课方式，本研究把授课方 

式分为学科知识介绍式、讨论式、案例式、专题讲 

座式等四种，以是否喜欢的方式，供大学生选择， 

把不喜欢作为参照变量。而老师素质，本研究把老 

师素质分为教师教学水平高、教师科研水平高、任 

课教师知名度高、课程教学方式合适等四个方面， 

以是否希望的方式，供大学生选择，把不希望作为 

参照变量。 

最后，课程情况从通识课是否满足自己需要； 

专业课是否满足自己需要；本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否 

满足自己所需能力的培养；本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否 

满足自己所需知识的培养；本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否 

满足自己所需素质的培养等方面来测量，把不能够 

都作为参照变量。 

这样，本文就从四个维度，通过虚拟 自变量的 

方式，确定一系列自变量，而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大 

学生课程满意度研究，该变量为二分变量 (不满 

意赋值为 1，满意赋值为0)。这样我们把一系列的 

自变量纳人到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去，来探讨影响 

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课程的满意度。 

三、研究发现 

(一)大学生个人基本情况方面 

性别影响大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表 1的数据 

表明，女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要高一些，并且通过了 

假设检验。据统计大学里拿奖学金的女生普遍比男 

生多，而女生对课程满意度要高于男生在某种程度 

上解释了该现象，需要满足促进行为动机，而行为 

动机促进学习的认真度，从而提高学习成绩。 

年级也影响大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表 1的数 

而且通过了假设检验。大学生到了高年级后，有一 

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课堂上听课的人非常少，非常多 

的学生给出的理由就是要找工作和考研究生，而这 

些课程对 自己找工作和考研究生没有帮助，这也从 
一

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不是很高， 

因此高等教育的培养方案改革应该满足大学生的期 

望，培养方案中高年级特别是毕业班的课程要少， 

而且课程多设置应该对大学生找工作和考研有帮 

助，这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对课程的满意度。 

另外有考研打算的大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也不 

高，这种情况很好理解，有考研打算的学生，其动 

机很明确，因此所有的课程只要对其考研有帮助 

的，就会认真地学习，对该课程的满意度也高。然 

而由于高校不是专门培养考研的，很多课程是培养 

学生的基础知识和知识面的，这样的课程占的比例 

很高，虽说这样的课程对学生考研有些帮助，但毕 

竟不是直接与考研相关的课程，因此他们对这些课 

程学习的满意度不高，并且通过了假设检验。 

出生地、学习是否认真和是否逃过课与对课程 

的满意度无关。 

(二)选课方式 

一 般认为，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课应该对课程的 

满意度高些，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表 1的数据表 

明两者没有关系。但是后面四种选课方式与课程满 

意度相关，而且通过了假设检验。根据 自己考研， 

出国，好拿学分等功利性角度出发，能够满足自己 

的需要，因此他们对课程的满意度高。同时如果上 

课老师讲课好 ，班主任名气大，自己喜欢的老师， 

选这些老师课程的学生能学到一些知识，收获大， 

因此他们对课程的满意度也高。同时师兄师姐、同 

学选课等同学选课因子与大学生对课程满意度相 

关，而且通过了假设检验，其实大学生之间会经常 

存在互动，交流老师上课情况和课程情况，大多数 

学生都认为好的课程和老师，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大 

多会有高的满意度。最后班主任推荐的课程除了权 

威原因外，还有就是班主任对课程的理解，老师授 

课能力有所了解 ，因此受班主任意见因子影响的大 

据表明，年级越高的大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越低，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就高。 

表 1 大学生课程满意度的 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性别(女为参照变量) 一．206 ．814 一．204 ．8l6 一．162 ．85l 一．203 ．8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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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农村为参照变量) 一．078 ．925 一．038 ．963 一．032 ．968 一．077 ．926 

年级 一．182～ ．833 一．145 ．865 一．156 ．855 一．148 ．862 

学习是否认真 
一

．O18 ．982 ．006 1．006 一．028 ．972 ．o42 1．043 (不认真为参照变量) 

是否逃课(不逃课为参照变量) 一．147 ．864 一．119 ．888 一．132 ．877 一．112 ．894 

是否考研(否为参照变量) ．183 1．201 ．225 1．252 ．217 1．243 ．239 1．270 

FAC1一 自主选择 一．071 ．931 一．086 ．918 一．055 ．947 

FAC2一功利选择 一．2= 一 ．803 一．223一 ．800 一．Z 一 ．802 

FAC3一班主任意见 一．333 ．716 一． ．737 一．257～ ．774 

FAC4一同学意见 一． ⋯ ．849 一．】 ⋯ ．836 一．1 ～ ．885 

FAC5一老师导向 ．142 1．153 ．138 1．147 ．139 1．149 

学科知识介绍式 一．124 ．883 一．022 ．978 

讨论式 一．034 ．966 一．041 ．960 

案例式 ．147 1．158 ．095 1．099 

专题讲座式 一．085 ．918 一．161 ．852 

教师教学水平高 ．255 1．291 ．218 1．244 

教师科研水平搞 一．481 ．618 一．464 ．629 

任课教师知名度高 ．386 1．471 ．307 1．360 

课程教学方式合适 一．027 ．973 一．027 ．973 

通识课是否满足需要 一．436⋯ ‘．646 

专业课是否满足需要 一．606⋯ ：．546 

培养方案是否满足知识的培养 一．067 ．936 

培养方案是否满足能力的培养 ．104 1．110 

培养方案是否满足素质的培养 一．141 ．868 

常量 一．549 ．577 一． ～ ．452 一． 一 ．422 ．006 1．006 

— 2LL 23l6．794 2173．638 2151．895 2069．735 

Cox&Snell R方 0．008 0．04 0．048 0．073 

Nagelkerke R方 0．0l2 0．062 0．074 0．113 

(注： 通过0．10假设； 通过0 

(三 )老师素质与授课方式 

05假设； ％通过 0．O1假设) 

教学改革的一个核心是教学方式的改革，老师 

们也经常在寻找适合大学生的授课方式，但是通过 

表 1的数据表明，授课方式与大学生对课程满意度 

无关，但是与老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有关。这 

说明大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高低决定于该课程的结 

果，能让他们学到多少东西，而与课程的形式无 

关。因此在以后的教学改革中，要多注重课程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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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知识的学习，而不是对形式的过度追求。 

(四)课程情况 

表 1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对课程满意度的高低 

与课程能否满足大学生的需要呈正相关，由此可见 

大学生对自己需要的满足非常重视，他们对大学改 

革中的培养方案不是那么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培养 

方案的制定没有大学生参与，他们不知道；其次培 

养方案属于宏观政策，大学生对这些政策无法宏观 

把握；最后他们大多关注微观上每门课程能否满足 

自己的需要，他们大多不关注宏观上的政策，因此 

导致培养方案的好坏与他们对课程满意度的高低无 

关。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大学生大多关注微观上 

每门课程满足需要的高低来评判该课程对自己的满 

意度，因此课程是否满足 自己的需要与他们对课程 

的满意度相关，而且通过假设检验。 

四、结论与讨论 

首先，一些宏观上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政策和改 

革，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都不认为重要，如培养 

方案、教学方式等，这些对他们课程满意度无关。 

因此在将来的教学改革上要注意该种情况，适当从 

是否满足大学生的需要角度进行教改，多考虑大学 

生的需要以及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教学改革的政策中 

来 。 

其次，大学生非常关注大学课程对自己需要的 

满足，如果能够满足他们某种功利性需要的课程， 

他们的满意度就会高，否则就不会高。 

再次，大学生对大学课程的满意度与宏观政策 

无关，但是与他们互动的微观因素相关，如老师的 

教学水平、老师的科研水平、同学意见、班主任建 

议等。 

最后 ，大学生对大学课程的满意度与大学生自 

身的情况有关，性别、年级与是否考研与课程满意 

度相关，而与其他因素无关。 

针对以上结论，教学部门进行教学改革的时 

候，不能脱离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来制定 

相关政策，而应该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从满 

足大学生的需要角度出发，才能实现互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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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的4年学习生涯，培养认识学习、懂得学习、 

学会学习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值得探讨。在提升军校 

本科学员的元学习能力方面，学校、教员、队干部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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