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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以电子科技大学0西南石油大学0成都理工大学0西南科技大学四所理工科高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在充分利用

前期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尽可能去除主观成分"合理确定

评价指标权重!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定性分析"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得到较好的融合"从而对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的实效性得出公正0客观0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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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F

年
$

月"中宣部0教育部联合印发.普通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明确提出

'切实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办好(的目标,

#

-

$然而传统

的评价方式由于采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或经验值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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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0评价结果抽象等原因"很难实现客观0科学0规

范0高效的评价和实时教学质量监控,

!

-

$马克思认

为#'一种学科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

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

%

-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的实效性评价属于非线性问题,

G

-

$本文在充分利

用前期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数学方法"进行实证

研究"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且最大限度

地降低评价主体主观因素的不利影响"克服了原来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评价工作中的主观性0随意性"从

而提高了模糊综合评判的可靠性0准确性和客观公

正性"力求得出规范0科学的评价结果$

同时"由于理工科高校学生的思维方式更具有

理工科的学科思维特性"如工具性0严密性0严谨性0

深入性0逻辑性等$相比于其他高校的学生"理工科

高校学生由于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缺乏"更偏向

于对机理0规律的探索和发现"更具理性"而较少从

情感0道德等人文角度来思考问题,

F

-

$因此"对理工

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实效性研究越发

有其独特意义"也为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体系建设和课程设计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泛指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或获得的成绩$实效性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也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实效性"一切思想政治

教育都会没有任何意义,

B

-

$基于此"笔者选取理工

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效性作为研究对象"

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

判模型为工具"对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

实效性进行评价$

二"问卷调查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收集了电子科技大学0西南石油

大学0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具有典型代表

性的理工科高校学生对表中
#$

个二级指标评价的

信息"问卷答案选项采用李克特
F

级量表法"以打分

形式表明对各问题的看法"分数设置为
#AF

分五

档"得分越高表明学生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越正面"反

之则越负面"该打分方式与下文中评价等级集合中

等级划分相对应$

本次调查于
!"#B

年
##

月开始"到
!"#$

年
#

月

截止"期间共发放问卷
F%F

份"回收有效问卷
F#G

份"问卷有效率为
EB?"$X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分布

如表
#

所示$我们通过
.H..!!?"

软件对计量尺度

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各计量尺度的内部一致性

\)'*>+=/

3

9

系数在
"?$%

到
"?C#

之间"表明本次调

查的计量尺度较为可信$

表
#

!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分布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G" BB?#

女
#$G %%?E

学历

本科生
G%# C%?E

硕士研究生
$$ #F?"

博士研究生
B #?!

政治面貌

党员
F# E?E

共青团员
GG# CF?C

群众
!! G?%

专业背景

人文社科
FB #"?E

理科
!#G G#?B

工科
!#B G!?"

其他
!C F?G

参与社团活动与否
是

G$" E#?G

否
GG C?B

担任过学生干部与否
是

%#G B#?#

否
!"" %C?E

三"模型的构建和数据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我们总

结出理工科高校思想政策课程实效性评价的指标体

系"具体见表
!

$

表
!

!

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理工

科高

校思

想政

治理

论课

程实

效性

%

D

&

对课程

满意度

%

S#

&

对教师

的满意

度%

S!

&

课堂参

与度

%

S%

&

课程效

果%

SG

&

对教学目标明确情况%

\##

&

对教学内容全面与否看法%

\#!

&

对课程重难点突出情况的看法%

\#%

&

对课程理论与实际联系情况的看法%

\#G

&

对课程与本专业特点结合情况的看法%

\#F

&

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

\!#

&

对教师负责任情况的看法%

\!!

&

对课堂纪律严格与否的看法%

\!%

&

对教师上课水平的总体满意度%

\!G

&

上课专注情况%

\%#

&

与教师互动的积极性%

\%!

&

上课出勤情况%

\%%

&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情况%

\G#

&

对社会主义能否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供

指导的看法%

\G!

&

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感%

\G%

&

是否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升%

\GG

&

是否有助于思维水平提高%

\GF

&

%二&模型的建构和数据分析

#?

层次分析法"

D̀ H

#确立指标权重

%

#

&确立判断矩阵

!G



!

总
%%

卷 郭宝文"等#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研究

根据判断矩阵元素的标度方法%见表
%

&"在团

队成员深入讨论并充分听取一批专家学者意见的基

础上"笔者构建了
#

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4

%&

#

&和
G

个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

"

\!

"

\%

"

\G

&$

%

!

&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4

%&

#

V

J

##

J

#!

J

#%

J

#G

J

!#

J

!!

J

!%

J

!G

J

%#

J

%!

J

%%

J

%G

J

G#

J

G!

J

G%

J

&

'

(

)

GG

V

# F !

#

!

#

F

#

#

%

#

$

#

!

% #

#

G

&

'

(

)

! $ G #

上式中"

J

"

5

表示一级指标
4

"

比指标
4

5

的重要

程度%其中
"

"

5

*

5

#

"

!

"

%

"

G

6&"以
J

#!

fF

为例"它表

示
4

#

%对课程的满意度&比
4

!

%对教师的满意度&明

显重要%对应表
!

的标度
F

&$

%

%

&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

V

(#

##

(#

#!

(#

#%

(#

#G

(#

#F

(#

!#

(#

!!

(#

!%

(#

!G

(#

!F

(#

%#

(#

%!

(#

%%

(#

%G

(#

%F

(#

G#

(#

G!

(#

G%

(#

GG

(#

GF

(#

F#

(#

F!

(#

F%

(#

FG

(#

&

'

(

)

FF

! V

# ! %

#

G

#

%

#

!

# !

#

F

#

G

#

%

#

!

#

#

$

#

F

G F $ # !

% G F

#

!

&

'

(

)

#

>!

V

(!

##

(!

#!

(!

#%

(!

#G

(!

!#

(!

!!

(!

!%

(!

!G

(!

%#

(!

%!

(!

%%

(!

%G

(!

G#

(!

G!

(!

G%

(!

&

'

(

)

GG

! V

# ! %

#

!

#

!

# !

#

%

#

%

#

!

#

#

G

&

'

(

)

! % G #

"

>%

!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

! ! #

>G

V

(G

##

(G

#!

(G

#%

(G

#G

(G

#F

(G

!#

(G

!!

(G

!%

(G

!G

(G

!F

(G

%#

(G

%!

(G

%%

(G

%G

(G

%F

(G

G#

(G

G!

(G

G%

(G

GG

(G

GF

(G

F#

(G

F!

(G

F%

(G

FG

(G

&

'

(

)

FF

! V

#

#

$

#

E

#

F

#

%

$ #

#

!

% G

E ! # ! F

F

#

%

#

!

# %

%

#

G

#

F

#

%

&

'

(

)

#

!?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通常"我们并不要求各指标之间重要性判断满

足严格的传递性和一致性"这是因为客观事物具有

复杂性"并且不同主体的判断标准具有多样性$然

而"在确立不同指标相互间重要性比较的判断矩阵

时"我们要求判断矩阵在大体上满足传递性和一致

性$例如当我们认为
D

相比
S

而言极端重要"

S

相

比
\

而言极端重要"根据传递性和一致性"我们可

以推出
D

比
\

极端重要"倘若我们的判断矩阵中出

现
\

比
D

极端重要"则该种判断明显与实际情况不

相符$当我们的判断矩阵出现这类严重错误时可能

会影响计算结果的可靠性"进而影响我们最终的评

价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以此来确定结果的可靠性$

一致性检验的步骤如下$

%

#

&计算一致性指标
\?Q?

>FRF

V

!

/0G

W

1

1

W

#

其中"

!

/0G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1

为判断

矩阵的阶数"当
\?Q?f"

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

性!当
\?Q?

接近于
"

时有满意的一致性!

\?Q?

的值

越大"则表明一致性越差$

%

!

&查对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T?Q?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是多次%

F""

次以上&重复

进行随机判断矩阵特征值计算之后取算术平均得到

的$

#

1

E

阶判断矩阵重复计算
#"""

次的平均随机

一致性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G

!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T?Q?

对照表

阶数
# ! % G F B $ C E

T?Q? " " "?F!"?CE#?#!#?!B#?%B#?G# #?GB

!!

%

%

&计算一致性比例
\?T?

>FUF

V

>FRF

UFR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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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T?

$

"?#

时"一般认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

性检验"否则"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适当修正$根据

上文的一致性检验规则"我们对各判断矩阵进行了

一致性检验"得到结果如表
F

$

表
F

!

一致性检验结果

判断

矩阵

最大特征值

%

!/0G

&

一致性指标

%

\Q

&

一致性比率

%

\T

&

通过

与否

S# G?"!C% "?""EG "?"#"B

通过

\# F?"$E# "?"#EC "?"#$$

通过

\! G?"%#" "?"#"% "?"##B

通过

\% %?"F%B "?"!BC "?"F#B

通过

\G F?#FF" "?"%C$ "?"%GB

通过

!!

上表数据表明#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实效性评价的各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

验"各指标之间重要程度的排序不存在明显的冲突"

判断矩阵的设置较为合理$

%?

各层指标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采用了特征根

法"即通过计算判定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求解

出各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并通

过对该特征向量的内部分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

各级指标所占权重$通过该方法"我们计算出理工

科高校课程实效性各级指标的对应权重%见表
B

&$

表
B

!

理工科高校课程实效性各级标体系权重

目标

层
D

一级指

标
S

一级
D̀ H

权重

S# "?#G$"

S! "?"FCE

S% "?!$E%

SG "?F#GC

二级指

标
\

二级
D̀ H

权重

二级指标相对

于总目标权重

\## "?#!$$ "?"#CC

\#! "?"C"% "?"##C

\#% "?"F"% "?""$G

\#G "?GF!" "?"BBG

\#F "?!CE$ "?"G!B

\!# "?!$$! "?"#B%

\!! "?#B"# "?""EG

\!% "?"EFG "?""F$

\!G "?GB$% "?"!$F

\%# "?%#"C "?"CBC

\%! "?#EFC "?"FG$

\%% "?GE%G "?#%$C

\G# "?"%B" "?"#CF

\G! "?%"E! "?#FE!

\G% "?G"%E "?!"$E

\GG "?#$%" "?"CE#

\GF "?"$$E "?"G"#

%三&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的模

糊综合评价

#?

评价指标集合的确定

7f

%

\##

"

\#!

"

\#%

"

\#G

"

\#F

!

\!#

"

\!!

"

\!%

"

\!G

!

\%#

"

\%!

"

\%%

!

\G#

"

\G!

"

\G%

"

\GG

"

\%F

&

上式中"

\1

K

代表了表
#

中的
#$

个二级指标$

!?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表
F

"我们确立了
#$

二级评价指标的权

重"如下所示#

#

%

%

&

f

,

"?"#CC

"

"?"##C

"

"?""$G

"

"?"BBG

"

""G!B

"

"?"#B%"?""EG

"

"?""F$

"

"?"!$F

"7

"?"CBC

"

"?"FG$

"

"?#%$C

"

"?"#CF

"

"?#FE!

"

"?

!"$E

"

"?"CE#

"

"?"G"#

-

%?

评价等级集合的确定

@f

%

F

%好&"

G

%较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在上式中"我们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将评价划

分为五个等级"并赋予每个等级一个分值"该分值与

调查问卷中答案选项的分值是统一的$

G?

建立模糊评价矩阵

为了建立模糊评价矩阵"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式获取了理工科高校学生对
#$

个二级指标的评

价信息"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整理分析建立模糊评价

矩阵$

模糊评价矩阵设定#根据调查问卷中各得分选

项所占比重确立模糊评价矩阵如下$

U

V

"F##$ "FF#E "F%#E "F"!E "F"#B

"F#!F "FF#E "F%#$ "F"%F "F""G

"F#B# "FGB% "F%"F "F"FC "F"#%

"F### "FG$% "F%%% "F"FC "F"!F

"F#BE "F%G "FGGB "F"%# "F"#G

"F"BC "FG$% "F%GB "F"E$ "F"#B

"F"!E "F!F$ "FBEF "F"#F "F""G

"F!F# "FG!C "F!FE "F"F# "F"##

"F"FG "FG"$ "FF#! "F"!% "F""G

"F!"# "F%%! "FG#$ "F"%$ "F"#%

"F#"$ "FG!G "F%#$ "F#!F "F"!$

"F"%# "F#C# "F$FE "F"#E "F"#

"F"$! "FF$B "F%## "F"!F "F"#B

"F#B# "FGG! "F%B "F"!E "F""C

"F"BG "FG%G "FGCC "F"# "F""G

"F"F% "FG%G "FGCB "F"!F "F""G

"F# "FF#G "F%!# "F"F% "F

&

'

(

)

"#!

该矩阵的每一行代表所有学生对每一个指标所

打分数的比重$

F?

模糊综合评价

为了获得综合的模糊值"我们需要计算模糊综

合评价结果矢量%

S

&"如下所示$

4

V

#

%

%

&

XU f

,

"i#""%

!

"i%EBG

!

"iGFE$

!

"i"%%G

!

"i"#"!

-

注#上式中的'

j

(号为模糊合成算子"为了保证

结果的综合程度强"且充分利用模糊评价矩阵
T

的

信息"此处采用了
T

%

"

"

+

算子"即矩阵乘法中对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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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卷 郭宝文"等#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研究

应元素先相乘再加总求和$

表
$

!

调查问卷得分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F G % ! #

总人数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平均分

理 工

科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程 实

效 性

%

D

&

对 课

程 满

意 度

%

S#

&

对 教

师 满

意 度

%

S!

&

课 堂

参 与

度%

S%

&

课 程

效 果

%

SG

&

教学目标是否明确
#BG %#?E !B$ F#?E B" ##?$ #F !?E C #?B F#G %?BE!

教学内容是否全面
#B% %#?$ !B$ F#?E BG #!?F #C %?F ! "?G F#G %?$!B

课程重难点是否突出
#F$ %"?F !%C GB?% C% #B?# %" F?C B #?! F#G %?$"#

课程理论与现实生活联系程度
#$# %%?% !G% G$?% F$ ##?# %" F?C #% !?F F#G %?FC$

课程与学生专业特点结合程度
!!E GG?B #$F %G C$ #B?E #B %?# $ #?G F#G %?B#E

教学方式
#$C %G?B !G% G$?% %F B?C F" E?$ C #?B F#G %?GC"

责任心
%F$ BE?F #%! !F?$ #F !?E C #?B ! "?G F#G %?!E!

课堂纪律
#%% !F?E !!" G!?C #!E !F?# !B F?# B #?! F#G %?CF$

教学水平
!B% F#?! !"E G"?$ !C F?G #! !?% ! "?G F#G %?GC!

上课专注程度
#"% !"?# #$# %%?! !#G G#?$ #E %?$ $ #?% F#G %?B$#

师生互动情况
#B% %#?$ !#C G!?G FF #"?$ BG #!?F #G !?$ F#G %?GFE

出勤情况
%E" $F?E E% #C?# #B %?# #" #?E F # F#G %?!"G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了解
#B" %#?# !EB F$?B %$ $?! #% !?F C #?B F#G %?BB%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为解决现

实问题提供指导
#CF %B !!$ GG?! C% #B?# #F !?E G "?C F#G %?$#E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

同感
!F# GC?C !!% G%?G %% B?G F # ! "?G F#G %?FGG

能否起到'正三观(的作用
!F" GC?B !!% G%?G !$ F?% #% !?F # "?! F#G %?F##

能否促进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
#BF %!?# !BG F#?G F! #"?# !$ F?% B #?! F#G %?B%$

B?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为了合成最终的模糊值"本文采用加权平均原

则"按最大隶属度原则所确定的等级"计算了理工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模糊综合评价得分"如下

所示$

'

V

F

Y

"i#""%

Z

G

Y

"i%EBG

Z

%

Y

"iGFE$

Z

!

Y

"i"%%G

Z

#

Y

"i"#"!

V

%iFG%!

由上式可知"根据层次分析法%

D̀ H

&和模糊综

合评价法"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在
F

分值下"计算得

到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模糊评价分

数为
%iFG%!

$若将该分数换算成
#""

分值"则理工

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得分约为
$"iC

分$该

分数表明理工科高校的思政课程实效性总体上可以

接受"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具体指标分析

具体指标分析主要考察影响实效性的主要指标

的具体评分"并从各指标的具体评分与各指标的重

要程度两个维度进一步分析课程实效性$层次分

析1模糊综合评价法给出了思政课程实效性的总体

评价"该评价方法虽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综合性"为

了反映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我们需要考察各指标

的得分情况"从图
#

中我们可以看出各指标的平均

得分主要集中在
%i!

到
%iE

分之间"各指标得分情

况相对平衡"没有太大的波动"且指标平均分数直方

图呈钟形分布"指标分数的分布较为合理$且指标

总平均分为
%iFC

"这与之前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分较

为接近$

单独研究各指标的平均分并不能反映很多重要

信息"因此"我们引入各指标权重这一维度"分析不

同重要程度的指标具体得分情况$我们根据各评价

指标权重%权重越高"则该指标的重要性越高&和问

卷中各选项的平均得分绘制了二维散点图%见图

#

&"并对散点趋势进行了线性拟合$

图
#

!

各批标平均得分直方图

由图
!

可知"指标权重和平均得分存在一定的

反向变化趋势"即权重越高%重要性越高&的指标得

分越低"以重要性最高的指标%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认同感
\G%

&为例"该指标的平均得分为
%iFG

"

低于各项指标的总加权平均得分
%iFC

$该情况进

一步说明了理工科高校思政课程实效性有待提升$

%五&重要指标的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主要根据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将

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组别"比较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

实效性在不同组别间的差异$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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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指标权重与平均得分散点图

#?

学科背景与对社会制度优越性认同感的交叉

分析

一般而言"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对思政课程实

效性的看法可能存在着差异"为此"我们通过交叉分

析的方法考察理工科高校不同学科背景同学对课程

实效性的看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图
%

!

不同学科背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认同感的分布

通过图
%

"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

所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认同感的分数分布情况大

致相近"因而"我们认为"思政课程实效性在理工科

高校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中并无显著差异$

!?

政治面貌与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

高指导看法的交叉分析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在不同政治面貌的学

生群体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我们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

供指导的看法&与不同政治面貌的学生进行交叉

分析$

表
C

!

政治面貌与能否提供指导的交叉分析表

对马克思主义能否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供指导的看法

得分
F

分
G

分
%

分
!

分
#

分 总计

政

治

面

貌

中共

党员

共青

团员

群众

计数
#" !C #! # " F#

百分比
#E?B FG?E !%?F !?" "?" #""

计数
$" #E# #B% #% G GG#

百分比
#F?E G%?% %$ !?E "?E #""

计数
% C #" # " !!

百分比
#%?B %B?G GF?F G?F "?" #""

总计
计数

C% !!$ #CF #F G F#G

百分比
#B?# GG?! %B !?E "?C #""

表
C

表明"中共党员打
F

分0

G

分的比重高于共

青团员和群众"而共青团员打
F

分0

G

分的比重高于

群众"由此可见"在不同政治面貌的群体中"理工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效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

本文对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的

定量分析主要从综合性分析0具体指标分析和交叉

分析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0综合性分析给出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实效性的总体评价"本文根据层次分析法

%

D̀ H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在
F

分值下"计算得到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

效性模糊评价分数为
%?FG%!

$若将该分数换算成

#""

分值"则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得分

约为
$"?C

分$该分数表明理工科高校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实效性总体上可以接受"但分数不高"依然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0通过具体指标的分析"我们发现指标权重

和平均得分存在一定的反向变化趋势"即权重越高

%重要性越高&的指标得分越低"这更加凸显理工科

高校思政课程实效性有待提高$

第三0通过交叉分析"我们得出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实效性在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全体中无显著差

别"但是在不同政治面貌的的学生群体中存在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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