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高校质量与
学生发展监测项

目介绍 

 

鲍威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2011年5月28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高等学校学情调研及全面质量管理

专题报告会 



汇报内容 

一、项目研究背景 

二、项目目标、理论框架与运作机制 

三、项目研究成果介绍 

四、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2 



1.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背景 问题 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就业市场对毕业生
能力要求的提升 

高等教育的大
众化、普及化 

入学者特质能
力的多样化 

全球化 
知识经济社会 

教学内容与就业市场需
求之间的适切性 

非财政负担
比例的增长 

高校学生学业能力
和学习兴趣的下滑 

质量保障/教学运作效
率/问责机制的强化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学习者本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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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发展之转折：数量扩增质量提升 

 为何质量成为高教发展的新焦点？ 

1. 大众化阶段必然面临的挑战 （学生入学前学业资质的变化） 

2. 扩招期间压缩性成本运作模式带来的负效应 

3. 全球化竞争和经济发展强化了社会对高教质量的诉求 

4. 学生群体多样化及其教育需求的多元化 

 质量不仅是新阶段中国高教发展的重点，也是当前全球高教关
注的焦点问题： 

1. 欧盟高等教育教学课程与学习能力协调架构计划（Tuning 
Educational Structures Project） 

2. 美国Spelling报告《Charting the Future of US Higher 
Education》05 

3. OECD的 AHELO计划（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08 

4.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学士課程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08 

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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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 提供学习指导 
• 完善学习环境 
• 提升学习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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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心”
范式 

“学习中心”
范式 

高校教学 
质量现状 

制约
因素 

应对
策略 

高等教育新功能 

高校教学质量评估
新模式 

教学服务 促进学生发展 

投入 

•高校资源

投入 

•生源质量 

教与学过

程 

•院校教学

实施 

•学生的学

业参与 

产出 

• 学生发

展 

• 科研成

果 

1.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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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调查的国际动向: 
     
 美国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diana)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India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 (UCLA) 

 －Freshman Survey （UCLA) 

 －Your First College Year (UCLA) 

 英国－National Student Survey 

 澳洲－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CEQ） 

 日本- College Student Survey（JCSS）、CRUMP Survey 

 台湾地区—台湾高等教育师生问卷调查  

  

1.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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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调查的特征 

调查主导模
式 

参加 
模式 

调查目的 国家 

政府 
主导 

强制 
参与 取代传统

高校衡量
指标/高教
质量标杆
的建立 

问责制指向
/质量监控 

英国 
澳洲 

高校 
主导 

自主 
参与 

教育改善指
向 

美国 
日本 

 

1.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集中人力与财力，资料质量高，样本大，内容丰富，并且有效降
低单位成本； 
 
—可减免院校或学者个别收集资料的困难与负担 
 
—可供相关人员针对多种议题开展深入分析； 
 
—样本具有代表性，减低结论误差； 
 
—资料可信度高，有公信力及说服力； 
 
—由政府主导，资料具有延续性； 

 
 

 构建大规模高校学生数据库的重要性： 

1.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汇报内容 

一、项目研究背景 

二、项目目标、理论框架与运作机制 

三、项目研究成果介绍 

四、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9 



1. “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目标 

2.1项目目标 

高校学生发展数据库的

建设：通过研发中国高

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

的本土化测量工具与长

期稳定的数据积累，为

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

提供有效基础 

学术研究：为以实证为基

础的高等教育研究提供重

要的发展平台 

实践应用：建立学情监

测体系，推进高校质量

管理与人才培养水平的

提升与完善 
10 



 

 
构建客观真实
的高等院校学
生数据库，把
握高等教育现
况与趋势变化
以及高等院校
的人才培养状
况。 

 

 
提供高等教育
咨询，为教育、
劳动、经济、
产业等相关决
策提供参考依
据，并回答重
要的办学与政
策问题。 

What 

资料分析 
How 

质量提升  

 
通过高等教育
相关议题的研
究，提供以证
据为基础的建
议，作为完善
高校人才培养
与理论讨论的
依据。 

Why 
学术研究 

2.1.项目目标 



 

 
 
 
 
 

政策研究 
(Policy Research) 

 

院校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2.1.项目目标 



2.2  项目运作机制 

2006 
• 调查院校数：6所首都高校 
• 问卷回收： 

• 纸面问卷发放6000份，回收
5290份，回收率88%；网络问
卷668份。合计5958份有效学
生问卷 

2008 
• 调查范围：55所首都高校 
• 问卷回收： 
• 发放4万余份学生问卷，回收

37822份有效学生问卷，其中
29806份本专科生问卷，8016份
研究生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8%
和93% 

2007 
• 调查范围：24所首都高校 
• 问卷回收： 
• 发放26500份，回收有效学生问
卷16768份; 教师问卷3366份，
回收率76% 

2010 
• 调查范围：80所首都高校 
• 问卷回收： 
• 回收有效本专科生问卷36502份，
本科生占76.5%，专科生占
23.5%；有效研究生问卷13657
份，硕士79.4%，博士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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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织：北京大学、

北京市高教学会、北京

市教工委、被调查高校

的高教处和学生处 

问卷研发与抽样框确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团队 

研究报告和论文：研究

人员（包括教师和研究

生）和各调查院校的学

生工作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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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运作机制 



文献综述&研

究设计 

问卷设计&访

谈调研 

预调查&修改问

卷&调查抽样框

的确定 

调查实施 
问卷回收&数

据录入及清洗 

形成年度分析

总报告提交政

府 

数据反馈各调

查院校 

各调查院校培

训 

院校研究与专

题研究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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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运作机制 



各调查院校的研究培训 

数据录入工作完成后，北大教育学院教师与

研究生助教团队为各调查院校相关人员提供

了《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和

研究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1）统计分析基础（2）调查

问卷设计（3）研究例题演示（4）各校研究

报告指导四大部分。 

目的在于：促进首都高校院校研究，推

动高校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建设，为院校

质量提升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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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运作机制 



 培训课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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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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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理论基础 

     课题基于“大学生发展理论”和“院校影响力”理论。
其中阿斯汀的参与理论、佩斯的学生努力的质量概念、金
子元久的高校学生学习范式转变理论、帕斯卡雷拉的学生
变化评定的综合模型、库恩的学生参与概念内涵等共同奠
定了本项目调查理论框架的基础。 

 

测量工具的借鉴 

 参考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NSSE调查、UCLA的CSS调
查、日本东京大学的CRUMP调查和台湾地区的高等教
育学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学
生群体的特征完成调查问卷设计。 

2.3  项目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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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供求双方的视角对教育质量影响机制展开分析： 

 高等院校结构性 
与组织性特征 

 

• 机构选拔性 
• 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 
• 机构教学资源禀赋
（资金、师生比、设
备等） 

学生特征 
 

• 家庭背景 
• 入学前学业能力 
• 入学前特性 
• 学习动机 

高校环境 
 

• 第一课堂 
• 第二课堂 

学生参与 
 

• 学习行为 
• 学习投入 
• 课外活动的参与 

• 师生互动 
• 同伴互动 

学生学习成就 
 
 
 
 
 
 
 

学业成就 

认知能力发展 

公民意识 

北京市高等教育与学生发展调查理论框架 

2.3  项目理论框架 

生涯发展 



  背景资料

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家庭成员、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年收入等

  入学前的学业能力

高校入学前毕业学校类型、高三年级的成绩排名、高考成绩

  入学前特性

高考所在地、高考选拔形式、录取形式等

  大学学习动机

  第一课堂

课程设置、教师的教学行为等

  第二课堂

社团活动、校内外实习经历等

  师生互动

与所在院系教师的沟通状况、与辅导员（班主任）的交流状况、与老师沟通的问题
、对辅导员工作的评价等

  同伴互动

与所在院系同学的沟通状况、周边同学的学习状况

  课堂内学习参与

各项学习行为的发生频率、课程出勤率、上课就座座次、阅读书籍量、课程选修量
、课程作业量、每周上课时间

  课外学业活动的参与

课后业余时间安排、暑假活动安排、课外社团等活动的参与状况等

  学业成绩

入学后课程成绩、上学期课程平均成绩、本专业排名

  能力素质

包括专业知识理论、专业操作动手能力、学科前沿、知识面和视野、书面写作能力
、创新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沟通能力、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等

  社会价值观和道德

  心理素质

  毕业后发展规划

学生
特征

高校
环境

学生
参与

学生
学业
成就

师生
互动

同伴
互动

2.4 问卷设计 



2.4 问卷设计 

问卷信效度分析 

 问卷信度分析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2010信度分析结果
.doc 

 问卷效度与模型适配度分析2010年本专科问卷信效度及
模型检验.doc 

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2010信度分析结果.doc
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2010信度分析结果.doc
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2010信度分析结果.doc
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2010信度分析结果.doc
2010年本专科问卷信效度及模型检验.doc
2010年本专科问卷信效度及模型检验.doc
2010年本专科问卷信效度及模型检验.doc
2010年本专科问卷信效度及模型检验.doc


2.5 问卷调查抽样 

 一、抽样单位 
本方案采用分层方法，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 

第一阶段：以首都高等院校为初级抽样单位。 

第二阶段：以学科院系为二级抽样单位。 

 二、构建抽样框 
根据首都高等院校资料，共有73个院校级抽样单位，这些院校级作为PSU（初级

抽样单元）构成调查总体，具体划分为5个抽样框。 

抽样框1：985院校（8所） 

抽样框2：211院校（18所） 

抽样框3：一般本科院校（28所） 

抽样框4：民办本科院校与独立学院（其中民办2所，独立学院5所） 

抽样框5：高职院校（12所，其中民办高职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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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分析报告：合计102份 

  3.1项目成果一览 

• 2006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 

• 大学生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状况的评价 
2006 

• 2007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调查报告 

• 24所样本高校的案例报告（共24篇） 
2007 

• 2008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 

• 55所样本高校的案例报告（共55篇） 
2008 

• 2010年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报告 

• 20所样本高校的院校研究报告 
2010 

24 



3.1 项目发表论文（部分） 
1. 文东茅,阎凤桥,鲍威.首都高等教育质量调查报告.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200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8(1). 
2. 张倩,岳昌君.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学生满意度.中国高教研究,2009(11). 
3. 鲍威,杨钋,朱红,管蕾.强化教学切适性 提升学生满意度—首都高校教学质量

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中国高等教育,2011(1). 
4. 鲍威,吴宇川.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推进及其成效的实证分析.2010年中国教育

经济学学术年会论文,2010(12). 
5. 李文利,杨希.教育收益视角下研究生资助的专业差异.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2011(1). 
6. 杨钋.大学生资助影响因素的多水平分析.2009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论

文集,2009(12). 
7. 孙汭睿,丁小浩. 大学生课外参与投入的适度性研究[J]. 大学教育科

学,2010,(6).53-61. 
8. 杨钋,许申.本专科学生能力发展的对比研究—基于”2008年首都高校学生发

展状况调查”相关数据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0(3) 
9. 鲍威.扩招后中国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1). 
10. 鲍威. 未完成的转型——普及化阶段首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27-44. 
11. 朱红. 高校学生参与度及其成长的影响机制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研

究,2010(12). 



 学位论文 
吴晶.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业成就的关联性——基于学生视角的分析.北京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8 

孙汭睿.大学生课外参与投入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张倩.需求型学生资助对本科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董原.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资助体系改革研究—北京市高校样本和北京大学
案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杨希.研究生资助配置的专业差异—以教育收益为视角的实证分析.北京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0. 

宋涤尘.研究生生活压力及其与自我评价、高校教学质量的关系—基于北京高校
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左祖晶.院校环境和个人参与对本科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基于首都高校样本
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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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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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校教学质量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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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生社会

阶层分布 

•②学生学习

动机 

A. 学生具有

怎样的特征？ 

•①学生行为

频率 

•②课外时间

配置 

B. 学生在

干什么？ •学生面临的

6大压力和

困境 

C. 学生面临

怎样的压力

和困境？ 

• ①教学课程评价 

• ②教学方法评价 

• ③教学生活设施评

价 

• ④院校服务评价 

• ⑤院校整体评价 

D. 学生如何

评价教学工作？ 

E.学生成

果的影响

机制 



53.9%

71.6% 70.4%

58.9%

46.1%

28.4% 29.6%

41.1%

央属院校 地方院校 民办高校 高职高专

城市 农村

生源地分布 弱势群体分布 

34.7% 37.5%

30.5%

54.6%

央属院校 地方院校 民办高校 高职高专

①学生的社会阶层分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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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源地：城市生源62％，农村生源38％ 。在不同类型高校中，央属院校和

高职高专吸纳的农村生源相对较多 

  弱势群体：学生中弱势阶层（即父亲从事农林牧渔、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工

作或无业）的比例为37%。从不同类型院校而言，目前高职高专院校弱势群

体的学生比重超过半数，而其他院校基本维持在30%-40%之间 



父亲文化程度 低收入群体分布 

17.7% 17.4%
14.6%

33.2%

央属院校 地方院校 民办高校 高职高专

①学生的社会阶层分布(2) 

30 

  父母文化程度：本次调查样本中，父亲学历为本科或以上的为25%，母亲学
历为本科或以上的为18%。从不同类型学校来看，央属院校的学生父母文化
程度较高，而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父母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家庭收入：从不同学校类型来看，家庭收入较低的群体更多地集中在高职高
专院校 



 （1）社会适应能力： 

•增强对社会的了解和适应能力 

•做人处事能力的增进 

•交到好朋友，建立有意义的人脉关系 

•掌握未来职场需要的知识技能 

•明确自身未来发展方向 

（2）知识学习 

•扩大知识视野 

•深化对专业领域知识的掌握与理解 

（3）资格考试 

•通过职业资格或公务员考试 

•通过海外留学或国内研究生选拔考试 

社会适应

知识学习资格考试

央属院校 地方院校

高职高专 民办高校

三大学习动机因子 三大学习动机因子在不同院校的差异 

注：因子分析结果请见附录 

②学生学习动机—因子分析 

 学生学习动机三大因子：社会适应能力、知识学习和资格考试*，其中社会适应能
力是最重要的方面 

 从不同类型院校看，高职高专和民办学校学生更侧重资格考试，而央属院校学生
更注重知识学习；在社会适应方面，各类型院校差别不大 



①学习行为频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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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高校学生在以下学习行为方面从不或很少发生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在课堂上提问或主动回答问题”者，央属和地方属高校相对更少 

 “课后与同学讨论和课程相关的问题”者、“课后自习”者、“利用图书馆资
源”者，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相对更少 

高校类型 央属院校 地方院校 民办高校 高职高专 从不+很少 

带笔记本电脑去上课 81  83  81  83  82  

在课堂上做汇报 57  59  61  56  58  

课堂上提问或主动回答问题 61  58  48  43  56  

课前预习 47  49  45  48  48  

课后向老师个别请教 46  48  44  46  46  

课后与同学讨论和课程相关的问题 27  31  35  36  31  

课后上自习 18  26  39  49  27  

利用图书馆资源 22  27  36  33  27  

积极参与小组合作学习或课堂讨论 23  23  25  19  23  

作课堂笔记 17  18  16  14  17  



①学习行为频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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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高校学生在以下学习行为方面有时或经常发生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上课做与该课程无关的事情” 者，央属、市属高校高于其他类型 

 “抄同学的作业” 者集中于地方高校、民办高校、高职高专 

 “逃课”者，央属、市属本科院校相对更多，这也与教师较少侧重考勤有关 

高校类型 央属院校 地方院校 民办高校 高职高专 有时+经常 

上课做与该课程无关的事情 52  51  40  41  49  

抄同学的作业 26  31  28  30  28  

没有完成作业 24  26  24  24  25  

逃课 26  25  20  19  24  

在课堂上利用笔记本电脑 

做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 

20  19  21  22  20  



 ③课外时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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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娱乐 社会活动 

/社团活动 

勤工助学 锻炼身体 睡眠 

2008年 2.6  2.2  0.9  0.4  0.7  7.4  

2007年 3.6  2.4  1.6 1.0  7.6  

学生每日课余时间安排均值表（单位：小时） 

学习, 18% 

娱乐, 16% 

社会活动和

社团活动, 
6% 

锻炼身

体, 5% 勤工助学, 
3% 

睡眠, 52% 

注：数据来源于2008年高校学生调查 



 

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就业前景迷茫 2.4 16.7 31.5 26.8 25.0

对自身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目标 2.3 14.2 28.8 29.6 27.4

认为所学无用，缺乏学习动力 2.3 12.1 25.7 42.7 19.5

对所学专业和课程内容不感兴趣 2.3 11.0 28.2 39.8 21.0

学习基础差，跟不上课程进度 2.1 7.7 19.6 43.0 29.8

容易发怒、失眠 2.1 8.7 20.5 38.5 32.3

学生面临的压力与困境

百分比（%）
均值

学生面临的压力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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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面临的六大压力/困境依次为： 

 就业前景迷茫（48%）；对自身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目标（43%）；认为所
学无用，缺乏学习动力（30%）；对所学专业和课程内容不感兴趣
（39）；容易发怒、失眠（29%）；学习基础差，跟不上课程进度
（27%） 



①教学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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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学课程运作的总体成效良好，且学生满意度较高 

 “开设针对职业资格考试的课程”满意度62.3%，相对较低，高校在帮助学
生满足求职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方面仍有待提高 



②教学方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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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师在多媒体教学、教学态度、出勤考评三方面的评价较高 

 在突出启发式教学、注重教学互动、强化辅导反馈、巩固教学成果、多元化测
评学生学习成果、提升学生自主思考和研究能力等方面的努力欠佳 



③教学生活设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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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生活设施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表现在学生的居住、自习和网络环境上 

 学生对教学、生活设施的不满度根据院校类型的不同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别。
985高校在教学生活设施的各方面都优于其他院校，而其他类型院校在各方面
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欠缺 

 各类型院校学生对教学、生活设施的不满比例如下： 

     项目 

 

 

高校类型 

宿舍居住
环境 

电脑网络设备
和计算机室 

自习教室数
量及环境 

教学实验
设备 

图书馆专业
书籍藏书量 

985高校 32.6% 29.0% 23.9% 18.9% 16.0% 

211高校 40.2% 40.7% 41.5% 30.6% 27.2% 

一般本科 43.7% 40.1% 38.0% 28.2% 25.6% 

独立学院 31.4% 49.7% 40.4% 39.5% 44.8% 

高职高专 40.3% 41.8% 32.2% 32.7% 29.5% 

合计 40.1% 39.0% 35.5% 28.4% 25.6% 



④院校服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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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的学生对所在大学感到不满，学生对院校服务按不满率从高到低如下图所示： 

 学生最满意的事项是：社团活动和文体活动、学术活动和各类学术讲座、心理健康教育
和咨询服务，约70%学生对上述事项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满意 

 学生最不满的事项依次是：学生表达和申诉渠道、学生权益保障、专业转换制度的设
立、行政管理后勤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其比例占40%左右 

不满率% 

23 

28 

30 

35  

36  

37  

39  

46  
15  

13  

12  

11  

10  

8  

7  

6  

31  

26  

25  

25  

25  

22  

21  

17  

37  

42  

43  

43  

45  

45  

47  

52  

17  

19  

20  

20  

21  

25  

25  

26  

学生表达和申诉的渠道 

学生权益的保障 

行政管理、后勤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 

学生奖助的评定 

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 

学术活动和各类学术讲座 

社团活动和文体活动 

对所在大学的总体评价 

不满意% 不太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⑤院校整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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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层次高校学生对所在学校、院系的总体评价如下表所示： 

 院系满意度方面，央属院校达83.6%，市属院校达79.6%，明显高于高职高
专院校（74.2%）和民办本科院校（70.2%） 

 院校总体满意度方面，民办本科院校仅为65.6%，高职高专72.1%、市属本
科院校77.2%，而央属院校高达83.6% 

对所在院系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对所在院校的满意度评价

央属院校 83.6% 83.6%

地方属院校 79.6% 77.2%

民办院校

（含独立学院）
70.2% 65.6%

高职高专院校 74.2% 72.1%

注：满意度=满意+比较满意



⑥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 

41 



⑦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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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扩大的过程中，在个体参与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方式呈
现出横向扩大趋势的同时，升学者群体出现明显的多元化和异
质化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校中女性、低收入阶层子女的接
受高等教育机会逐步增加，但在享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依
然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距。 

 随着高校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学习行为出现
退化的趋势。 

 面对升学群体的变化，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化方面出
现明显的滞后。 

 高校学生的学业成就不仅取决于所在高等院校的结构性与组织
性特征、高校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方面所提供的教学环境、
同时也受到学生基本特征、学习参与状况以及他们与教师、同
学之间互动要素的直接影响。 



43 

3.3 学生参与〃校
园互动〃学生发

展 



3.3 学生参与〃校园互动〃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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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院校结构性 
与组织性特征 

 

• 机构选拔性 
• 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 
• 机构教学资源禀赋
（资金、师生比、设
备等） 

学生特征 
 

• 家庭背景 
• 入学前学业能力 
• 入学前特性 
• 学习动机 

高校环境 
 

• 第一课堂 
• 第二课堂 

学生参与 
 

• 学习行为 
• 学习投入 
• 课外活动的参与 

• 师生互动 
• 同伴互动 

学生学习成就 
 
 
 
 
 
 
 

学业成绩 

认知能力发展 

公民意识 

生涯发展 



3.4 学生参与〃校园互动〃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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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参与〃校园互动〃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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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学生参与〃校园互动〃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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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参与〃校园互动〃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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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论： 

1.学生参与度是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全面、积极的学习生活参与度会促进学生在知识积累、认

知思维、组织表达、道德价值等不同维度的发展 

2.通过加强与教师、辅导员、同辈之间的交往互动,学生的学

习参与度会得到积极提升 

3.一般本科院校中教师互动对学习生活参与度的作用尤为显

著;在高职高专院校中,辅导员的作用明显提高;同辈互动的

影响随着院校精英性质的减弱而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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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课外参与对
学生发展的适度

性影响 



3.4课外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适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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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院校结构性 
与组织性特征 

 

• 机构选拔性 
• 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 
• 机构教学资源禀赋
（资金、师生比、设
备等） 

学生特征 
 

• 家庭背景 
• 入学前学业能力 
• 入学前特性 
• 学习动机 

高校环境 
 

• 第一课堂 
• 第二课堂 

学生参与 
 

• 学习行为 
• 学习投入 
• 课外活动的参与 

• 师生互动 
• 同伴互动 

学生学习成就 
 
 
 
 
 
 
 

学业成就 

认知能力发展 

公民意识 

生涯发展 



3.5 课外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适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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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投入变量组： 

 个体和家庭背景：高校无法改变的因素 

 院校环境：包括院校氛围、教学水平、校园支持和服务环境等 

 学生参与投入：学生获得发展的直接作用因素 

研究问题： 
 

1.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课外参与投入是否
越多越好？ 
 

2. 根据课外参与投入对学
生发展的作用特征，个
人和院校应做出怎样的
选择以获得较高水平的
学生发展？ 

 



3.5 课外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适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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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设： 

1.其他因素不变，某项课外参与投入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边际递减，超过一
定临界点，边际作用为负 

2.学生需将有限的时间分配于不同的课外活动，且不同活动对学生发展的促进
作用不同 



3.5 课外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适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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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发展四大因子： 

 认知能力、处理事务与人际交往能力、当代社会意识、身
心健康 

 

 研究模型： 

 

 

 



3.5 课外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适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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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论： 

1. 学生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存在适度区间且投入对学生全面发展的
作用边际递减 

2. 课外自学、课外活动参与、积极课堂参与对不同维度学生发展的
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同 

 例如，全样本回归显示，自学时间投入在一定区间内对学生认知能
力、当代社会意识和身心健康发展影响显著为正，对学生事务处理与
人际关系发展水平影响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其对学生进行社会活动
从而在实践中锻炼相关能力的时间有挤出效应 

3. 不同类型院校学生课外自学和课外活动参与投入对学生发展的影
响存在差异 

 例如，课外自学在一定区间内对985、211和一般本科院校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当代社会意识发展水平影响显著为正，对高职高专院校学生
却无显著影响；在一定区间内对985院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影响显
著为正，对其他类型院校学生无显著影响。说明，各类院校学生自学
内容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汇报内容 

一、项目缘起与研究背景 

二、项目目标、理论框架与运作机制 

三、项目研究成果介绍 

四、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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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从横截面数据调查向追踪调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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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学生学业成就的“客观测量指标”的结合 
 

57 

 鼓励各高校将项目调查与院校内部数据库的有效
整合 

 ——招生部门的入学成绩数据 

 ——教务部门的在学期间课业成绩数据 

 ——就业指导部门的就业数据 



4.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项目运作经验的分享 
 

58 

——目前项目组正在启动项目网站建设，计划通
过网络，介绍项目的运作机制、测量工具问卷研
发、相关研究成果 



4.项目未来发展前景 

逐步构建解释中国高等教育与学生发展的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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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量持续的实证研究积累，发现中国高校
学生发展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之间关联性，提炼
其中的发展规律，积极尝试相关的理论构建。 



汇报结束，谢谢！ 
欢迎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baowei@gse.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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