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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对学分制与学年制 

态度倾向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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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对重庆市高枝学生对实行学分制与学年制态度倾向差异的调查．比较分析 了不同年级、不同类型学校、 

不同学制的学生对学分制与学年制的态度倾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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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翩的引进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它 

使学生在修业年限、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方面具有更强的灵 

}舌性，有利刊足啦高校良好学风的形成．完善大学生素质。重庆 

市的大部分高校也于近年先后开始了对学分制的探索与实践，那 

幺，经过几年努力，在学生心目中，学分制与学年制到底哪种更佳 

呢?对此在“重庆市高校教学现状调查’．课题将进行了研究分析。 

车研究从重庆市高校中抽出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类型学校、 

不同学制的学生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分析。数据处理主要采用了 

Sixo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进行百分比差异显著性检验。 
一

、调查情况 

关于“你认为实行学分翩与学年制哪种更佳?”的提问，我们 

提供的选择有：a学分翩|b．学年制；C学分制与学年制并用。 

统计表明： 

(一)各年级学生对学分制与学年制的态度差异 

从年级维度看，共3068份问卷作了有效回答(如表1)。表 1 

表明，在“学分制”、“学年制”、“学分与学年翩并用”三个选项中， 

一

、二、三、四年级的学生认为学分制更佳的比例分别为64 5％、 

表 1 各年级学生对学分串I与学年制倾向 

69．5％、76．1％、75．8％．各年级的学生对“学分制”的选择都远远高 

于其它两项，由此表明，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 

学分制。这可能与近年来高等学校在学校管理上改革的不断深 

^及对学分制一系列优点的广泛宣传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广大学生都希望在修学年限及选课上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三个 

选项中，选择“学年制”的比率最低．一、二、三、四年级分别为 

13．2％、10．8％-7．8％、8 5％，这也 反面说明了以上看法。 

比较各年级在同一选项上的百分比可以看到，对“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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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百分比最低的一年级为64 5％，百分比最高的三年级为 

76 1％，通过百分比差异检验，得到其差异度的值为5∞．因此．P 

(0．O1，二者具有极其显著性差异，由此可推断 在对“学分制”的 

选择上，受年级变量的影响极为显著。由表1可得到结论：随着 

年级升高，对学分制的态度倾向性有逐步增大趋势。同时，通过 

对选择 学年制”比例最高的一年级(t3．2％)与选择 学年制”最 

低的三年级(7．8％)进行百分比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得到其差异 

程度的值为3 o4 因此，可同样推断，在对“学年制”的选择上困 

年级不同而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它受年级变量的影响极为显 

著。与对“学分制 选择的总趋势相对应．对“学年制”选择的比率 

随年级的增高而有逐步降低趋势。 

之所以存在以上两个趋势，笔者认为可能主要是因为随着 

年级升高，高年级学生更全面地认识到了学分制的优点．因此，希 

望实行学分制的愿望更强烈，而低年级同学，则一方面由于对学 

分制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尚未完全体会到它的优越性，另一 

方面，由于传统的学年制观念尚未改变，他们要求实行学分制的 

愿望则相对高年级同学较弱。 

(二1各类学校学生对肇分制与学年科的态度比较 

在选一维度上，共分析了3 117份有救回答的问卷。表2表 

明，理工、师范、文科、农医、综台各类高校选择“学分制”的人数比 

例为70 3％、59．9％、73 9％、74．4％、70．4％，无论哪樊高校，其选择 

学分制的比例均远远高于其它两类选项的比例 由此表明．各类 

商校学生对学分制均更为倾向。而选择 学年制”作为其最佳期 

望的比例，理工、师范、文科、农医、综合类院校分别为 11 4％、 

13．1％、8 9％、8．8％、8 9％，它是三类选项中比例最低的。 

表2 各学校学生对学分制与学年制态度倾向统计表 

比较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对同一选项的选择百分比差异，可 

看到，在“学分制”这一选项上比例最高的是农医类高校，最低的 

为师范类高校，二者分别为74．4％与59．9％，通过百分比差异检 

验得到其差异程度值为4陀；在“学年制”这一选项上，比例最高 

者为师范类，为13 1％，比例最低者为农医类．为s ＆％，通过百分 

值为2-幔；在“学分制与学年制并重” 

这一选项上，比例最高者为师范类高校，为27 O％，比例最低者为 

农医类高校，为16 9％，通过百分比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得到其差 

异程度值为 3 。所以，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在同—选项的选择上 

最大比例与最小比例的 P值分别为 P<0．O1，0．O1‘P<0．伍，P< 

0皿。因此可得出：学校类型的不同对于学生作出选择的影响较 

为显著。总之，师范与其它各类学校相比．没有对学分制过分准 

崇，比倒不足60％，为各类学校中最低；而对学年制则有所保留 

地接受，比例达 13．1％，为各类学校中最高。而农医类学校的学 

生则对学分制表现出了极大热情_比例达到74 4％、同时，他们对 

学年制的摒弃也最为彻底．仅有8．8％的人选择学年制。 

从学校类型这一角度可看出，绝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学分 

制。同时，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在对学分制与学年制的倾向程度 

上又有差异，其中最显著的是师范类高校与农医类高校的差异， 

在各类高校中农医类高校学生对学分制倾向程度最大，而对学年 

制的离弃期望也最明显；而师范类高校学生则恰好相反，在各类 

高校中，他们对学分制的倾向程度摄小，而对学年制的离弃程度 

亦最小。这究竟是重庆市师范与农医高校的特殊性还是师范类 

学生与农医类学生 IL,态的普遍性差异，尚待进一步调查分析。 

(三)不同学制下的学生时学分制与学年制的态度比较 

表3 不同学制学生对学分f}}与学年制态度倾向统计表 

由表 3可知，全日制本科学生与全日制专科学生中选择“学 

分制’作为最佳期望的分别占72．9％和 63．5％，均远高于其它两 

个选项的比例。而同时，选择“学年制”作为最佳期望的全日制本 

科学生与全日制专科学生的比例分别为9．7％和12．3％，是三类 

选项中比例最低的同 时，通过百丹比差异显著性检验，得到全日 

制本科学生与全日制专科学生在选择学丹制上的百分比差异程 

度值为5 41，p<0 01_所以在这一选择上学制的差异对学生选择 

的影响极其显著。其中，全日制本科学生对于实行学分制的期望 

程度(72．9％)大于全日制专科学生对实行学分制的期望程度 

(63．5％) 这可能与本科院校由于修业年限较长，从而为学分制 

充分显示自己较学年制的优点提供丁较垒日制专科院校更为有 

利的条件有关。而在“学年制”这一选项上，二者百分比差异显著 

性检验所得的值为0 66，p)O．伍，表明二者无显著差异。 

二、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实行学分制是绝太多数学生的愿望 无论从年级、学 

枝类型、学制哪个维度比较，选择“学分制”作为最佳期望的人数 

比例均远高于其它两类。第二，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学 

制的学生在对学分制或学年制的态度倾向上有较显著的差异。 

(二)建议 

高校应加大学分制改革与推进力度，做好学分制的宣传工 

作，鼓励同学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 

学校在学分制的实施上应落到实处，为同学们跨专业选修课程、 

申j青提前毕业等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这样，--TY~可以满足同 

学们的期望，另一方面可以此为动力带动整个高等学校教学工作 

的改革，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益，培养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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