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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考察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现状与特点#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AC"

名师范生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

#

"师范生的学

习满意度总体呈现中等偏上水平&!

!

"师范生的学习满意度总体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人际关系和学习成果两个维

度显著优于男生&!

&

"农村学生的学习满意度显著优于城镇学生&!

A

"大二和大三年级是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低谷期#大一和

大四年级的学习满意度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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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学生是学校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发展的引

导者#师范生作为大学生的重要组成和教师行业的

主力军#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尤为重要'其中#师范

生的学习满意度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所谓学习满意度是指*学习者对参与学习活动的感

觉或态度#这种感觉或态度表示学习者对学习活动

的喜欢程度%或愿望%需求获得满足或目标达成的程

度+

5

#

6

'关于学习满意度的重要性#诸多研究证实#

学习满意度可以有效预测生涯规划5

!

6

%学习成效5

&

6

%

学习动机5

A

6

&学生体育课堂的学习满意度直接影响

到教学效果%心理健康5

%

6

'因此#它被视为 *学习质

量的主体性评价+#*高等教育质量评判的原点+

5

$

6

#

也是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基于此#本研

究采用学习满意度问卷较为系统的研究当代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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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满意度现状与特点#不仅可以为高校教育工

作者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的学习质量提供诸多信

息#也为在当代教育中拥有双重身份的师范生能够

达成学习目标提供重要启示'

!

!

研究方法

!>#

!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安徽省某师范院校随

机选取
%""

名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AC"

份#回收率
FAa

'其中男生
FA

名#女生
&C$

&大

一
#A$

名#大二
#%F

名#大三
##%

名#大四
%"

名&城

镇学生
#%F

名#农村学生
&##

名&文科生
!$&

名#理

科生
!"C

'

!>!

!

研究工具

采用学习满意度问卷'该问卷由台湾研究者郭

裕庭修改并在硕士论文中使用'问卷共
&!

个题项#

分为教师教学%课堂内容%人际关系%学习成果%行政

服务%学习环境
$

个维度'问卷采用
A

点计分制#从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为
#@A

分#分数

越高说明个体的学习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各

维度的
P*(+N,L0

$

系数介于
">B&

以上#总问卷的

P*(+N,L0

$

系数为
">F$

'

!>&

!

研究程序

由经过指导的该校教师利用课堂时间进行团体

施测#测验前要求所有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所有题目#问卷当场收回#采用软件

/G//!">"

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及事后多重比较'

&

!

结果分析

&>#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描述统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见表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

的总均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在人际关系与学

习成果方面的学习满意度最好'

表
#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描述统计

教师教学 课堂内容 人际关系 学习成果 行政服务 学习环境 学习满意度

= &>A% &>!B &>%! &>$" &>#& &>&# &>&B

/H ">CB ">CB ">C$ ">B# ">B% ">B" ">$$

&>!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独立样本
;

检验显示!见表
!

"#男女师范生的学

习满意度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A

#

/"%

"'

但是#女生在人际关系%学习成果两个因子均显著高

于男生!

A

#

>"%

"'

表
!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性别上差异比较'

= i/H

(

性别 教师教学 课堂内容 人际关系 学习成果 行政服务 学习环境 学习满意度

男
&>A%

"

">F" &>#$

"

">B# &>&B

"

">B" &>A$

"

">BC &>!B

"

">F# &>&&

"

">B& &>&A

"

">C&

女
&>A%

"

>">C% &>&#

"

">CC &>%$

"

">CA &>$A

"

">CF &>"F

"

">BA &>&#

"

">CB &>&F

"

">$A

4

!

A

"

@>"#F

!

>FB%

"

@#>$%"

!

>#""

"

@#>FF!

!

>"AC

"

@#>FB%

!

>"AB

"

#>BBF

!

>"$"

"

>!!$

!

>B!#

"

@>$CC

!

>AFF

"

&>&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城乡上的差异比较

独立样本
;

检验显示!见表
&

"#来自不同居住地

的师范生在学习满意度总均分上存在显著的城乡差

异!

A

#

/"#

"'在教师教学%课堂内容%学习成果及

学习环境四个因子上农村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城镇

学生!

A

#

/"#

"'总体上看#农村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优于城镇学生'

表
&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城乡上的差异比较'

= i/H

(

居住地 教师教学 课堂内容 人际关系 学习成果 行政服务 学习环境 学习满意度

城镇
&>&#

"

">B# &>#%

"

">B" &>A$

"

">CB &>A$

"

">B& &>"%

"

">BF &>#A

"

">B& &>!$

"

">$F

农村
&>%!

"

">C% &>&%

"

">CC &>%%

"

">CA &>$B

"

">CF &>#C

"

">B& &>A"

"

">C$ &>A%

"

">$&

4

!

A

"

@!>CC$

!

>""$

"

@!>$#"

!

>""F

"

@#>!!%

!

>!!#

"

@!>C$#

!

>""$

"

@#>A$$

!

>#A&

"

@&>A!C

!

>""#

"

@!>F"A

!

>""A

"

&>A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见表
A

"#不同年级师范

生在学习满意度的总均分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

A

#

/"#

"#多重比较发现#大四学生的得分均显著

高于大二和大三!

A

#

/"%

"'在具体因子上#师范生

在除课程内容因子外的其他因子上年级的主效应均

达到显著水平!

A

#

/"%

"#多重比较发现#在教师教

学上表现为大一%大四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

A

#

/"%

"&在人际关系%学习成果%学习环境及学习满

意度总体上#大四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

大三!

A

#

/"%

"&在行政服务上#大一%大四学生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大二!

A

#

/"#

"'总体上来看#师范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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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呈
8

型曲线#随着年级的升

高会有所下降#到大四时有明显的回升#大二和大三

年级是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低谷期#大一和大四年

级的学习满意度相对较好'

表
A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 i/H

(

年级 教师教学 课堂内容 人际关系 学习成果 行政服务 学习环境 学习满意度

大一
&>%B

"

>B# &>&#

"

>C$ &>%!

"

>B" &>$#

"

>CC &>!$

"

>B# &>&"

"

>B" &>A!

"

>$&

大二
&>A#

"

>C" &>!C

"

>$B &>%"

"

>%B &>$"

"

>C% !>FC

"

>B& &>#B

"

>$$ &>&!

"

>%A

大三
&>&#

"

>B! &>!A

"

>BC &>A"

"

>F" &>A!

"

>F! &>"B

"

>FC &>&A

"

>F& &>&"

"

>B"

大四
&>$A

"

>CC &>&!

"

>FA &>BF

"

>$% A>"A

"

>$C &>&%

"

>C" &>$C

"

>C& &>$%

"

>$!

I

!

J

"

&>#&F

!

>"!%

"

>!"%

!

>BF&

"

%>!&"

!

>""#

"

$>F&B

!

>"""

"

A>&FC

!

>""%

"

A>BFC

!

>""!

"

A>"B%

!

>""C

"

A

!

讨论

A>#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现状分析

研究发现#师范生的学习满意度总体呈现中等

偏上水平#表明师范生在学校的学习中能够感受到

较高的满意度#对学校的学习生活具备良好的适应

能力#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点与

我国相关研究结果一致5

C

6

'另外#从学习满意度的

各维度得分来看#首先#师范生在教师教学方面的满

意度较高'这一点与以往的结论不一致#如何文秋

!

!"#&

"对
#%&%

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a

的学生对

教师的专业内容%专业水平和个人魅力不满意5

B

6

'

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学生因素'师范生作为职前教

师#对教师这一职业拥有更多的职业认同感#对教师

教学活动能够感同身受'第二%教师因素'师范生

的职业认同感发展于师范生阶段5

F

6

#这一职前教育

阶段对其未来职业生涯发展十分重要'因此#教师

在教学中更加注重提升专业素养%丰富教学内容和

教学形式等'其次#师范生在行政服务方面的满意

度最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流程复杂'学校行政服

务的流程繁琐刻板#如学生申请事假病假%假期住宿

等事件的流程缺一不可#学生往往存在诸多抱怨&另

一方面#历时较长'学生向学校反映问题时#学校的

行政决策用时较长会导致行政支援不及时'基于

此#学校需要提高行政服务实施能力#同时优化学校

软硬件设施#丰富学习资源#保障学生优质的学习环

境#减少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学生生活学习方面的

障碍&教师应该努力积累自己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

教育教学能力&学生应该继续维持彼此间交流合作%

共同进步#从而体验到自己丰硕的学习成果'

A>!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男女生在学习满意度总体上不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学习成果两个

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女生优于男生'

国内相关研究证实女生的专业学习满意度明显优于

男生5

#"

6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我国应试教育背景下

的大学教育形式无法发挥男生的思维特点所致'申

继亮%师保国!

!""C

"的研究认为在创造性思维的层

面上男生优于女生5

#"

6

'另外#陈丽君!

!"#A

"的研究

同样发现男生在思维层次和精致性上优于女生#男

生在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和看待问题的准确性方

面较强5

##

6

'然而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几乎仍采用

单一的课程开展方式和考试评价体系#使得男生必

须面对枯燥的课堂学习和刻板的考试'另外#男女

生的学习需求不同'相较于单一的书本知识#男生

更擅长将所学知识灵活的运用到提高适应社会生活

的能力中去#女生更加擅长学习书本知识以取得优

异成绩'最后#男女生的职业规划不同'师范类专

业作为教师的后备力量会培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

师教学技能#大多数男生对教师这一职业不感兴趣#

较少将教师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而女生大多倾向

于相对稳定的教师行业'另外#还有相关研究发现

男生在与人交谈和待人接物方面的人际关系困扰显

著高于女生5

#!

6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究其原因#

一方面#女生的言语能力强于男生5

#&

6

'另一方面#

男女生比例失衡#在客观上造成男生的交际面较窄#

增加了男生人际沟通和合作学习的困扰'鉴于此#

高校及教育者应该更多关注男生的学习满意度'首

先#学校的课堂形式和考核方式应适当调整#使得男

生能够充分发挥思维优势#全面保障高等教育的质

量&其次#学校应该充分重视师范生的职业选择和发

展#多方面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师范生尤

其是男生拥有更多职业选择的能力&最后#相关部门

应当重视师范类专业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重视学

生的心理健康'

A>&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城乡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居住地的师范生在学习满

意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整体来说#农村学生的学习

满意度明显优于城镇学生'究其原因#这可能是不

同生源地学生的成长背景和职业期望不同造成的'

对城镇学生来说#一方面#他们的成长环境优越#对

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校园软硬件设施状况%宿舍条

A&#



!

总
&!

卷 马原#薛桂英$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现状与特点研究

件等要求较高&另一方面#对未来的职业期望较高#

职业定位起点高'这些都不利于他们产生较高的学

习满意度'而农村学生#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条件和

学习环境相对较差#他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上得到

充分锻炼&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期望更低#多数满

足于通过大学学习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实际上#

先前已有研究证实农村学生的学习期望更低5

#A

6

'

因此#学校要努力提高城市学生的学习满意度'首

先#锻炼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生活独立性'一方面#

教师在学习期间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学习&另

一方面#学校可以模拟艰苦环境增设生活技能训练

课程并且实行考核'其次#学校应该引导学生进行

正确的自我认识#形成与自身条件相吻合的职业

期望'

A>A

!

师范生学习满意度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呈
8

型曲线#随着年级的升高会有所下降#到大四时有明

显的升高#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

低谷期#大一年级和大四年级的学习满意度相对较

好'在学习满意度上#台湾研究者洪嘉骏5

#%

6

%廖淑

秦5

#$

6研究发现#年级是影响个体学习满意度的因素

之一#年级越低#学习满意度越高'而本研究结果并

非如此#究其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专业不同'姚云

和董晓薇!

!""F

"的调查发现*只有不到
&"a

的免

费师范生把教师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定向+

5

#C

6

'基

于此#大一新生初涉大学生活#对所选专业缺乏深刻

细致的认识%对未来职业缺乏清晰的规划#对学校整

体要求不高'然后经过
#@!

年的大学生活后#逐渐

深入认识师范类专业#发现此专业并非自己所爱%未

来也不会从事教师相关职业#这些不可控因素使得

师范生对大学生活丧失信心#对未来职业生涯感到

迷茫'最后#到大四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

后#未来的职业规划逐渐清晰#使得他们能放弃消极

的想法从而更理性的计划未来并逐步履行计划#这

时的学习满意度最高'因此#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应

该充分认识到师范生学习满意度的年级变化#采取

相应措施加以干预'第一#开设专业讲座'专业讲

座旨在让师范生充分了解所学专业%四年的专业学

习计划及所需达到的目标&第二#落实就业指导课

程'目前的高校就业指导课多数形同虚设#教育工

作者应当认真开展就业指导#向师范生普及职前教

师的职业前景及相关职业选择#使得师范生能够明

晰自己的职业规划#减少学习过程和毕业前的迷茫&

第三#重视心理辅导'从调查结果看#二年级学生的

学习满意度最低#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学校需

要对这个阶段的学生加强心理辅导#尤其是团体心

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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