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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探究军校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将学员学校归属感的构
成要素分为关怀感受度、内心依附度和就学满意度，开展了抽样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调查结

果表明，军校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有待提升，技术类专业学员好于指挥类专业学员、低年级学

员好于高年级学员。影响归属感的因素依次为同学关系、教学质量、学员管理、专业兴趣，而

设施条件等硬件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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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将自己归属

于某一团体，并对其产生亲切、自豪的情绪，体

验了认同感、公平感、安全感、价值感、工作使

命感和成就感，这些感觉最终内化为个体的群体

归属感［１］。归属感是人的社会属性中最为重要的

属性之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 “需要

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求由低至高、由前至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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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个层次，其中第三层便是 “归属和爱的需

要”。归属感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心理需要，对个体

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归属感 （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是指：“学生对自己所就读学校在思想
上、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愿意承担作

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及乐于参加学校

活动”［２］。大量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与学业成就

关系密切，对学业成绩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如

Ｇｏｏｄｅｎｏｗ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校归属感同学业成
就、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学校适应都有紧密的

联系，并鲜明提出了 “在校学生的归属感与学生

的学习动力和价值观高度相关”的结论［３］。可见，

提升学生归属感对于提升学生在校学业成就具有

重要意义。

军校生长干部本科学员是我军军官的重要来

源，其培养质量对未来军官队伍建设有着深远影

响，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长远发展。军校学员培

养具有一般人才培养的共性，也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更加注重理想信念、集体意识、责任感、纪

律性的培养，这对军校学员归属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提升军事人才培养质量，必须着力提高

学员的学校归属感。当前，关于地方高校学生归

属感的研究较多，但针对军校本科学员归属感的

研究仍较少。军校本科学员归属感总体状态如何？

特别是实施 “合训分流”以来，学员专业类型分

为指挥类和技术类，两类专业学员的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和教育训练计划有了较大区别，两类学

员的归属感有无差异？影响军校学员归属感的因

素有哪些？孰重孰轻？等等，都需要深入调查分

析，对于提高教学改革决策的针对性，促进学员

在校学业发展，进而提升军事人才培养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二、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学员归属感总体情况

和影响因素调查和分析。关于归属感调查问卷，

学者们通常从个人在集体中的感受出发编制问题，

如 “大学生学校归属感问卷”包括学校认可、自

我角色认可、校园同伴关系认可、责任感、安全

感、个人地位认可６个方面３４个题项［４］。根据调

查重点，即了解军校本科学员归属感的总体情况

及影响因素，并考虑到军校和学员特点，我们对

问卷进行了适当调整，将学员对归属感的感受分

为关怀感受度、内心依附度和就学满意度三个维

度。其中关怀感受度反映学员对学校关心的认可

程度，体现的是学校对学员的关怀质量；内心依

附度反映学员对学校依附程度，体现的是学校在

学员内心的实际位置；就学满意度反映学员对学

校教学质量等综合条件的满意程度，体现的是学

校办学特点与学员学习需求匹配情况。

关于归属感的影响因素，通常认为与个人因

素 （如性别等）、家庭因素 （如城乡、父母受教育

程度等）和学校因素 （如声誉、设施条件等）有

关［５］，也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性别、家庭所在地、

学生职务、社团活动与学校归属感无显著相关性，

而主要与学校环境、成长、规范、关系和情感因

素显著相关［６］。由于本文重在分析学校教学、管

理、软硬件环境、条件等方面因素对归属感的影

响，我们在问卷中将影响因素具体设定为专业兴

趣、教学质量、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和人际关系。

最终形成的调查问卷总体结构如图１所示。问卷问
题采用５级评分法，３为理论中值，小于３分为不
满意状态，大于３为满意状态。

图１　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调查问卷总体结构

采用该问卷在 Ｌ大学 （军队综合大学）本科

学员中开展了学校归属感的调查。为分析不同类

型学员的差异，将学员按照合训和技术类专业、

青年学员和士兵学员、不同年级学员进行了区分。

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共随机抽取１２００名本科学
员进行，调查对象分布详见表１。使用 ＳＰＳＳ统计
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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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学员类型数量一览表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小计

合训类 ３５５ １９０ ３２ ２３２
８０９

（６７４％）

技术类 １１８ ８３ ９３ ９７
３９１

（３２６％）

青年学员 ４２８ ２４７ １１５ ２９８
１０８８

（９０７％）

士兵学员 ４５ ２６ １０ ３１
１１２

（９３％）

小计 ６４６（６２２％） ４５４（３７８％）
１２００
（１００％）

　　三、学员归属感总体状态及各维

度状态分析

（一）总体状态

对１２００份问卷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总体结果见表２。其中均值为所有样本在该项目的
得分平均值，方差表征各样本得分与均值的差异，

方差越大说明样本分值差异越大。可见，１２００名
学员在归属感上总的均值 Ｍ＝３１８，超出理论中
值。通过对３个维度的分别分析可以看出，“关怀
感受度”均值最低，“就学满意度”均值最高，但

“就学满意度”方差最大，说明学员对 “就学满意

度”的认同存在较大差异。

表２　学员学校归属感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总体

归属感

关怀

感受度

内心

依附度

就学

满意度

有效

样本数

样本数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极大值 ５ ５ ５ ５

极小值 １ １ １ １

均值 ３１８ ２９３ ３１８ ３３３

方差 ０９６ １２７ １３４ ２０３

（二）不同学员群体归属感各维度差异比较

区分 “专业类型”、 “来源类型”和 “年级”

对归属感各维度表现进行了差异比较，得出了如

下结论：

１不同专业类型归属感各维度差异比较
区分 “学员类型”对学校归属感各维度进行

了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合训学员与
专业技术学员在 ３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
“关怀感受度”、 “内心依附度”、 “就学满意度”

上专业技术学员均显著高于合训学员。

表３　不同学员类型在归属感各维度上的差异 （ｔ检验）

合训学员

（样本数＝８０９）
专业技术学员

（样本数＝３９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ｔ
显著性

（双尾）

关怀

感受度
２８３ １１１ ３１３ １１３ ４２８ ００１

内心

依附度
３０９ ０４１ ３３６ １１５ ３８９ ００１

就学

满意度
３２５ １２７ ３４９ １２７ ３１６ ００２

　　注：表示差异显著，即显著性小于００５。

２不同来源类型归属感各维度差异比较
区分 “学员来源”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

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士兵学员与青年学员 “关

怀感受度”、“内心依附度”和 “就学满意度”这

３个维度上差异显著，并且士兵学员均高于青年
学员。

表４　不同来源学员在归属感各维度上的差异 （ｔ检验）

士兵学员

（样本数＝２５８）
青年学员

（样本数＝９４２）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ｔ
显著性

（双尾）

关怀

感受度
３１６ １１９ ２８６ １１０ ３８１ ００１

内心

依附度
３３９ １２１ ３１２ １１４ ３２６ ００１

就学

满意度
３５５ １２３ ３２７ １２８ ３２４ ００１

　　注：表示差异显著，即显著性小于００５。

３不同年级学员归属感各维度差异比较
区分 “年级”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如表５所示：在 “内心依附度”、 “就学满意度”

这２个因子上差异显著，二年级学员各因子均值较
高。相对而言，三年级学员在 “内心依附度”上

均值最低。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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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年级学员在归属感各维度上的差异 （Ｆ检验）

一年级

（样本数＝４７３）
二年级

（样本数＝２７３）
三年级

（样本数＝１２５）
四年级

（样本数＝３２９）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Ｆ 显著性

关怀感受度 ２９２ １１５ ３０７ １１６ ２８２ １０４ ２８７ １０７ ２１９ ００９

内心依附度 ３１５ １１９ ３３５ １１８ ２２９ １１１ ３１４ １１０ ３２５ ００２

就学满意度 ３３９ １２８ ３４２ １２９ ３０９ １３３ ３２５ １２１ ２８５ ００４

　　注：表示差异显著，即显著性小于００５。

（三）各维度典型题项分析

１总体状态典型题
将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这所大

学吗？”的回答情况作为归属感的总体状态指

示［７］，如图２所示，回答 “一定会”的占３０９％，
“可能会”或 “可能不会”的占５５７％，“一定不
会”的占１３４％，其中高年级学员 （８３％）高于
低年级 （５１％），合训类学员比例 （９１％）高于
技术类学员 （４３％）。

图２　对 “还会选择这所大学吗？”的回答情况

２关怀感受度典型题
取衡量学员关怀感受度典型问题 “你觉得学

校对你关心吗？”的回答情况进行分析 （见表６）。

表６　就 “你觉得学校对你关心吗？”的回答 （％）

　　　　问题选项

受访对象类型　　　

从未

觉得

很少

觉得

有时

觉得

经常

觉得

一直

觉得

全体受访学员 １１３ ２３６ ３６３ １８８ １００

低年级受访学员 １１１ ２３１ ３５５ １８０ １２３

高年级受访学员 １１５ ２４４ ３７７ ２０３ ６２

合训类受访学员 １２１ ２６２ ３７２ １５５ ９０

技术类受访学员 ９５ １８２ ３４５ ２５８ １２０

　　注：表中数字为相应受访对象选择对应选项的百分
比值。

　　将选项 “一直觉得”与 “经常觉得”相加，

技术类学员为３７８％，合训类学员为２４５％，低
年级学员为３０３％，高年级学员为２６５％，可得
关怀感受度的对比情况：低年级学员高于高年级

学员，技术类学员高于合训类学员。

３内心依附度典型题
取衡量学员内心依附度典型问题 “你觉得自

己的内心成长离不开学校培养吗？”的回答情况进

行分析 （见表７）。

表７　对 “你觉得自己的内心成长离不开学校培养吗？”

的回答情况 （％）

　　调查问题选项

受访对象类型　　　

从未

觉得

很少

觉得

有时

觉得

经常

觉得

一直

觉得

全体受访学员 ７８ ２１３ ３１９ ２３８ １５３

低年级受访学员 ８２ ２０１ ３０４ ２３６ １７７

高年级受访学员 ７０ ２３１ ３４４ ２４０ １１５

合训类受访学员 ８４ ２３５ ３３０ ２１３ １３８

技术类受访学员 ６４ １６６ ２９７ ２８９ １８４

　　注：表中数字为相应受访对象选择对应选项的百分
比值。

仍将选项 “一直觉得”与 “经常觉得”相加，

可知总体上学员的内心依附度 （３９１％）明显较
关怀感受度 （２８８％）强烈，各类学员对比情况
仍然是低年级学员和技术类学员较高，其中技术

类学员达到４７３％。
４就学满意度
取衡量学员就学满意度典型问题 “整体来说，

您在Ｌ大学的就读经历如何？”的回答情况进行分
析。总体而言，受访学员的好评率 （“好”加 “很

好”）为５８９％。各类学员对比分析如图３所示，
技术类学员明显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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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类学员就学好评率对比

　　四、军校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的

影响因素分析

　　取衡量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影响因素典型问
题 “影响你对 Ｌ大学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
么？”的回答情况进行分析 （见表８）。总的来看，
学员学校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按影响力强弱由

高至低依次为：同学关系 （２７９％）、教学质量
（２２９％）、学 员 管 理 （２０３％）、专 业 兴 趣
（２０１％）和设施环境 （８８％）。比较不同类型学
员，对影响因素的认识略有不同：技术类对同学

关系更为看重，高年级学员对教学质量更为看重。

表８　就 “影响你对Ｌ大学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是什么？”的回答情况 （一）

　　影响因素选项

受访对象类型　　　

同学间

的关系

教学

质量

学员

管理

专业

兴趣

设施

条件

全体受访学员 ２７９ ２２９ ２０３ ２０１ ８８

低年级受访学员 ２７９ ２０８ １９４ ２１０ １０９

高年级受访学员 ２８０ ２６４ ２１８ １８５ ５３

合训类受访学员 ２４１ ２４６ ２１４ ２０５ ９４

技术类受访学员 ３５８ １９４ １８２ １９２ ７４

　　注：表中数字为相应受访对象选择对应选项的百分
比值。

为探讨外在因素对归属感各要素的影响情况，

将在典型问题中选择 “一直觉得”或 “经常觉得”

的认定为关怀感受度 （内心依附度） “较高”，选

择 “好”或 “很好”认定就学满意度较高，作为

三种学员类别进行比较 （见表９）。横向看，关怀
感受度和内心依附度较高的学员认为同学间的关

系对自己最重要，就学满意度较高的学员认为专

业兴趣对自己最重要。纵向看，同学关系因素、

专业兴趣主要影响关怀感受度，学员管理、设施

环境主要影响内心依附度，教学质量主要影响就

学满意度。

表９　就 “影响你对Ｌ大学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是什么？”的回答情况 （二）

　　影响因素选项

受访对象类型　　　

同学间

的关系

教学

质量

学员

管理

专业

兴趣

设施

条件

全体受访学员 ２７９ ２２９ ２０３ ２０１ ８８

关怀感受度较高的

受访学员
２９２ ２３４ １３３ ２７５ ６６

内心依附度较高的

受访学员
２８１ ２３０ １６２ ２３７ ９０

就学满意度较高的

受访学员
２５３ ２５０ １５７ ２７３ ６６

　　注：表中数字为相应受访对象选择对应选项的百分
比值。

五、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军校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情况的问卷

调查和统计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１军校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有待提升。总体
上军校学员的学校归属感有待提升，略低于地方

高校大学生 （教育部高教司开展的学生调查发现：

５２％的学生认为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他们仍然会
选择目前就读的大学［８］），其中就学满意度和内心

依附度较高，关怀感受度较低。

２不同类型学员学校归属感有所差异。归属
感总体呈现出技术类学员强于指挥类学员、低年

级学员强于高年级学员的规律，关怀感受度、内

心依附度、就学满意度均符合这一特点，且差异

较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３影响学员学校归属感的主要因素是软环境。
多数学员认为影响归属感的主要因素是同学关系、

教学质量、学员管理、专业兴趣等因素，设施条

件等硬环境影响较小。合训学员归属感较低，说

明在这些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合训学员军事训练

压力大、专业教学一定程度的弱化、士兵学员比

例较高等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军校本科学员学校归属感在学员学习训练生

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归属感的提升对于提高军事

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管理工作中

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

（下转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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