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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 

现状满意度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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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高校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现状的满意度，调查了重庆市六所高校和四川省两所高校的 

硕士研究生。调查结果表明：高校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满意度不高；并且，高校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总的满意度与课程设置、任课老 

师、文献获得、研究生管理有极其显著的相关，与导师有显著相关；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导师的科研能力和人品与导师满意度密切 

相关。最后 ，为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尤其是课程的设置、教师执教素质和后勤管理提 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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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研究生人数的不断扩招，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对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研 

究中很少，鲜见于文献。尤其是有关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评价和满 

意度的实证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几乎是空白。因此我们进行了这次调 

查，目的是了解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为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依据，使研 

究生教育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实际上是学生按照 自己的“内在标准”和自己 

“内在标准满足度”而对教育教学进行的评价。“满意度”是学生对所接 

受的教育情况的一种反馈 ，无须讳言，学生的评价难免有偏颇之处 ，但 

学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对学校不断的自我调适、优化教育教学环 

境是有实际价值的信息资源和推动力 ，可以指导学校有的放矢地进行 

改革和调整。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是重庆市的六所高校和四川省的两所高校的硕士研究 

生 ，即重庆市的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 、四)llJ'b~ 院、重庆医科大学 ，四川省的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 

2—3年级的硕士研究生。 

(二)问卷编制 

问卷是在个别访谈的基础上，参考相关研究工具 自行编制，进行 了 

试测后加以修订而成的。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o=0．8187。经专家 

审定 ，本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问卷采用五级和三级评定法 ，高分 

表示高满意度。问卷采用封闭式和开放式相结合的形式。在有的问题 

后面设有陈述理由的开放式问题。由于有些开放式问题被试没有作 出 

回答，所以这部分内容不做编码处理 ，仅做定性分析时的参考。 

(三)施测 

本调查是在 2002年 12月至 20(13年 2月期 间，由经过培训的心理 

与发展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进行施测。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计发放 

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575份 ，回收率是 82％。其中师范类(西南师 

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136份；文科类 (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外语学院) 

101份；农医类(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医科大学)170份；综合类(重庆大 

学、四川大学)168份。 

(四)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使用 了SPSSI1．0软件。 

三、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总体的满意度 

关于“你对 目前研究生教育现状总的评价”的提问，有五个备选答 

案：a、非常满意；b．较满意；C．一般 ；d．较不满意 ．e_非常不满意。让 

学生择其一回答。其结果如表 1。 

受调查的575名研究生中，对高校教育的普遍看法或满意度为“一 

般”的有355人，占总人数62％；“非常满意”的25人，占总人数的4．4％； 

“较满意”的 75人，占总人数的 13．1％；“较不满意 的93人 。占总人数的 

16．2％；“非常不满意”的25人，占总人数的4．4％。由此可见，从总体上 

说。研究生对高校的教育现状满意度不高。通过开放问卷和个别访谈 

得知，认为“一般”的，觉得教育现状虽然与想象中的研究生教育还有一 

定距离 ，但还是有些收获。认为“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则觉得： 

(1)研究生的教学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教学内容与社会严重脱节，内容 

陈旧。教学方法落后 ，课程设置不科学，导师对学生 的学术指导不够。 

(2)研究生学习条件太差 ，如：图书资料过时、文献不足 、研究生工作室 

不健全、后勤管理太差等等。 

不同类型学校研究生的满意度，在“一般”这一选择上，四个类型学 

校大致接近 ，在 53．5％ 一69．9％之间。师范类有 人 ，占师范类总人 

数 136人的 69．9％；文科类有 54人 ，占文科类总人数 101人 的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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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医类有 107人 ，占农医类总人数 170人的 63．3％；综合类有 99人 ，占 

综合类总人数 168人的 59．3％。在“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选择 

上，可以看出文科类的百分比较高，分别是 25．7％和 8．9％。而师范类 

在这两个选择上的百分 比较其他的低 ，分别是 11．8％和 O．7％。说明文 

科类的学生的满意度较低，而师范类的满意度比其他类型的学生高。 

经过 T检验发现，在对教育现状的总评价上 ，文科类与师范类、农 

医类、综合类都有很显著的差异。而其他不同类型学校之间没有显著 

的差异。统计显示 ，文科类学校的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总的满意度在所 

有学校中是最低的。 

表 1 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满意度的比较 

泣：*表示P(0．05；***表示 P(0．1301 

(二)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度 

1．研究生对导师的各项满意度 

表 2 研究生对-,~llili各项满意度的分析 

由表 2的统计结果可知，对导师“满意”的占 36．6％；“一般”的占 

26．4％；“不满意”的占 36．4％；其中对导师的“人品”、“科研能力”、“指 

导学生”、“关心学生”的满意度 不高，认为“一般”和“不满意”的人数百 

分比JJng_~分别为 63．O％、65．2％、72．4％、71．3％。导师的“科研态度” 

“满意”选项中最高，占44．7％，而“不满意”的选项中科研态度也最高 ， 

占35．8％。可见研究生对导师科研态度 的评价呈两个极端，即导师对 

待科研的态度基本上是认真或不认真两种状态。 

2．影响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的因素 

由于影响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 的因素很多 ，而各个因素对导师满 

意度又有不同影响。所以，我们用导师满意度总分作为因变量 ，自变量 

中除了性别和年龄与导师满意度的总分相关不显著之外，其余的变量 

如人品、科研能力、科研态度、对学生学术的指导、对学生生活的关心、 

不合理的要求等均与导师满意度的总分相关显著，代人自变量用逐步 

回归法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 

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共有 3个，多元相关系数为O．874，其联 

合介绍变异量0．763。其中，“人品”观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57．2％，依 

次是“科研能力”、“对学生的关心”其解释量分别为为 28．O％、9．6％。 

表 3 逐步多元回归摘要 

(三)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 

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满意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4：满意度 

大多数在“不太满意”、“一般”之间。 

表 4 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满意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表 5 各项满意度之问以爰它们与总满意度之阃的相关检验 

⋯ 度 文蝴  

早 师 0．092’ 

0．2300— 0．217“  

0．416— 0．187— 0．479～  

0．365-- 一0．086’ 0．252” 0．486一  

0．236一 一0．068’ 0．347” 0．298” 0．472一  

文献荻得 0．280。’ 0．176 。 0,283 0．352。 O．181。 0． 

教育管理 0．405’ 0．120。’0,413。。0．431。 0．3呕。’0．240’ 0．3~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各项满意度之间的相关以及它们与总满意度之问的相关如表5：相 

关系数在O．068—0．486之间，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与总满意 

度之间有极其显著的相关 (p<O．o1)。公共课的设置、专业课的设置、专 

业课任课教师、公共课任课教师、文献获得、教育管理的满意度与其他各 

项的满意度之间相关较高，导师与其他各项的满意度之间相关较弱。 

(四)其他 

从表6中可以看出，研究生对“伙食”、‘．住宿”、“工作室”的满意度大 

致一样。认为“好”(满意)的人数百分比介于22．5％ 一27．0％；“一般”(不 

满意)的介于 41．4％ 一45．2％之间；但对 “网络管理 ”的满意度认为“好” 

(满意)的为34．2％；认为“一般”为33．0％。说明有些学校的网络管理还 

是很~'r,3tt的。从表中还可知，认为“较差”(不满意)的 数̂占的比例也不 

小。四个方面情况差不多。再加上“一般 (不满意)的比例，总的来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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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对学校的“伙食”、“住宿”、“工作室”、“网络管理”满j 度不高。 

表 6 研究生对高校其它方面的满意度 

四、结论 

第一，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总的评价普遍为“一般”，占被调查人数 

的 62．O％，加上“不太满意”的评价 16．29'o，“不满意”的评价 4．4％，共有 

82．6％的研究生对高校的教育评价不高或不太满意至不满意。由此可 

见 ，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不太令人乐观。因此，改革研究生教育势在必行。 

第二 ，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满意度大致一样。文科类 

学生的满意度较其他类型学校学生偏低。总的来说，研究生对教育现状 

满意度不高。 

第三，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大多数在“不太满意”、“一 

般”之间。可见 ，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说明学校各项 

工作的方式和作风需要改进，以适应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第四，导师满意度总的说来也不太高。经回归分析发现 ，导师的人 

品和科研能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说明研究生对导师的人品和科研能力 

非常看重。此外，导师在生活 E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也是一个较重要的影 

响因素。调查还发现，在调查的研究生导师中，对科研的态度有一半多 

被研究生评为不认真，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五，相关检验表明研究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和总满意度有 

极其显著的相关 ，但导师满意度和总满意度的相关程度较其他的弱。对 

公共课的不满意经访谈得知主要是认为英语课开得太多，而培养英语听 

说能力的课时却太少。政治课的内容与考研的内容有太多的重复，并且 

很陈旧。教师对问题的阐述浮于表面，不够深入，观点不新，视野不开 

阔。专业课的设置不太合理，随意性大，基础性不强，与专业的关系不太 

密切。其本身缺乏系统性，有些专业的方向性体现不够。文献获得的途 

径主要有图书馆、系资料室和网络。研究生对文献获得不满意之处在 

于：图书馆和资料室的书籍资料过于陈旧甚至缺乏；网络查询系统不完 

善。而学校教育管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研究生学习和实际生活中存 

在的问题关心不够或不关心。有些研究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没有得到及 

时的解决。 

第六，研究生对学校的伙食评价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伙食的式样单 

一

、味道欠佳、饭菜的质量不高、份量不足、饮食卫生还有待于提高。对 

研究生工作室的满意度也不高，是因为有的学校还没有建立起研究生工 

作室。有工作室的条件简陋，如：电脑很陈旧，效能不好，工作室的管理 

不合理等。对学校网络的不满意主要是网络的管理还不完善，线路经常 

出故障。 

五、建议 

为了实现研究生教育目的，既要对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诸要素的运行 

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也要对研究生教育系统的人、财、物、信息诸要素 

进行协调活动即管理。首先，在公共课的设置上，可以减少学 习英语语 

法的课时，加强英语听、说、写的训练。政治课可开成专题形式，删除陈 

旧、重复的内容。其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要解决学科专业设置过细、 

过窄、过旧的问题，要注意自身的系统性与方向性；要进一步调整学科 门 

类，要重视基础，拓宽知识面。可设置交叉 、边缘学科的课程和综合性课 

程，使研究生了解多方面知识，能够综合应用多科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要精选课程内容 ，要反映学科前沿的具先进性的知识。课程设置的门数 

和每学期课时则不宜过多，使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能受到更广博的教育。 

再次，在研究生导师方面，学校应提高对研究生导师选拔和录用的要求。 

研究生导师要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要有求 

实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在指导学生学术同时 ，也要适当地关心学生的 

生活。要以身作则，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人品上都要成为学生学习的楷 

模。此外，还可借鉴专业式和合作式的做法 ，实行两位或多位导师联合 

指导学生的方式。导师也可以象医生那样抽出一定的时间轮流“值班”， 

为不同专业的学生答疑。最后 ，后勤要真正做到杜会化 ，形成 良性竞争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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