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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on about college students on school identity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
tionnaire, which takes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 
ones. The identit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chool infrastructure is mainly on teaching fa-
cilities, dormitory arrangements for utilities, whether the different grade, 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laces are not recognized; students, who are from different place or grades, have higher 
degree of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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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西南林业大学在校大学生随机选取样本进行在校大学生对学校认同感的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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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表明：影响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教学设备设施，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

设施这两方面，无论是不同年级，还是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这两项均不认同；不同年级、不同生

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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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校认同是指学生和就读学校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对学校认可、接受、满意，并希望在就读的学校

刻苦钻研成长成才，乃至为校争光的一种积极情感、态度和认识[1]。对就读学校的积极情感决定了在校

学生对就读学校的态度。因此，开展该课题的研究对学校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西南林业大学为

例，随机选取样本，开展在校大学生对学校认同感的调查研究，以期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水平，

提升学校的社会声誉，对学校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西南林业大学为例，采用问卷方式进行调查。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发放 150 份

问卷，回收 150 份，回收率为 100%。 
在充分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学校认同，专业认

同，学校师资力量认同以及个人情况。 
利用 PASW statistics 18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合西南林业大学在校大学生的情况，随机选取 150 名在校大学生。正式调查共向在校大学生发放

问卷 150 份，获得有效问卷 150 份。但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录入发现，研三学生的数据只有一个，考

虑到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排除该问卷数据。有效问卷调查率为 99.9%。由于问卷调查在学期期末进行，

致使被调查的毕业班的在校大学生偏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调查对象的年级比例为：大一占 29.3%，大二占 33.3%，大三占 19.3%，大四占 8.7%，研一占 6%，

研二占 2.7%。本科生与硕士的人数比例差异与西南林业大学的本科与硕士的招生比例相符合。 

3.2. 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 

为了检验不同年级对学校的认同差异显著性，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表 1)，得出不同年级对学校的

认同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p < 0.05)。整体来看，在校大学生对西南林业大学基础设施的认同度由高到

低为图书馆藏书量(X2)，运动场地及设施(X6)，学习氛围(X3)，食堂环境(X5)，认同度均在 50%以上。对

社团活动(X7)，教学设备设施(X1)，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X4)的认同度均在 0.5 以下。这需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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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以探究认同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3.2.1. 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比较 
根据表 2 的数据，大四和研一的在校大学生对问卷中涉及的 7 项基础设施非常认同，认同度基本在

0.5 以上。大二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的基础设施有 5 项的认同度在 0.5 以下，分别为教学设备设施(X1)，
学习氛围(X3)，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X4)，食堂环境(X5)，社团活动(X7)。尤其是宿舍安排的水电

等公共设施(X4)极为不认同，认同度仅达 0.32。大一和大三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的基础设施有 4 项较为

认同。在学习氛围(X3)和社团活动(X7)这两项上有所差异。对于学习氛围(X3)的差异，由于大一学生刚从

高中转入大学，对自由的学校环境有所不适，对学习氛围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大学里的学习氛围

略微不认同。对于社团活动(X7)的认同差异，在于大一和大三学生对课外活动的参与度与要求。此外，

大一和大三的学生对于教学设备设施(X1)和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X4)均不认同。为了更好地建设

学校基础设施，应该更多地从教学设备设施和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两方面不断完善西南林业大学

的校园建设，从而更好地满足各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 
 

Table 1. College students identity of school infrastructure 
表 1. 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 

基础设施类型 
认同度 

人数 比例 

X1 63 0.42 

X2 109 0.52 

X3 78 0.73 

X4 61 0.41 

X5 76 0.51 

X6 115 0.77 

X7 73 0.49 

 
Table 2.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of school infrastructure 
表 2. 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一 研二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X1 14 0.32 22 0.44 12 0.41 7 0.54 6 0.67 2 0.5 

X2 31 0.70 36 0.72 24 0.83 8 0.62 6 0.67 3 0.75 

X3 21 0.48 24 0.48 15 0.52 7 0.54 8 0.89 3 0.75 

X4 18 0.41 16 0.32 9 0.31 9 0.69 7 0.78 1 0.25 

X5 26 0.59 20 0.40 15 0.52 8 0.62 5 0.56 1 0.25 

X6 32 0.73 39 0.78 25 0.86 9 0.69 8 0.89 1 0.25 

X7 22 0.50 24 0.48 12 0.41 8 0.62 4 0.44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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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比较 
根据调查结果得知，生源地是云南省内的在校大学生有 94 人，云南省外的在校大学生有 55 人。根

据表 3 的数据，生源地在省内的在校大学生对于教学设备设施(X1)和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X4)认
同度较低，分别为 0.40 和 0.38。对食堂环境(X5)的认同度也未达到 0.5。生源地在省外的在校大学生对于

教学设备设施(X1)和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X4)认同度也较低，但高于生源地在省内的在校大学生

对其的认同度，分别为 0.45 和 0.44。此外，省外的学生对于社团活动(X7)的认同度低于 0.5。通过分析可

知，对于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省外和省内的学生基本一致，教学设备设施和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

设施均不能满足学生对校园基础设施的需要。 

3.3. 在校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 

3.3.1. 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比较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由于研二的同学样本过少，故剔除该样本分析，喜欢所学专业(X8)和毕业后

根据所学专业选择职业(X10)这个项的相关系数 r 为 0.519，因此这两项的相关性很大，学校应该多培养

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根据表 4 的数据可知，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对于喜欢所学专业(X8)、专业水平得

到了较大提高(X9)和毕业后根据所学专业选择职业(X10)这三方面的认同度较高，均在 0.5。对于“会将

与专业相关的职业作为终身发展的职业(X11)”这一项，随着年级的增高，该项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这

与专业知识的学习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学校应多注重对专业知识水平的培养，增加学生对专业的认同。 
 

Table 3.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school infrastructure 
表 3. 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 

基础设施类型 
云南省内 云南省外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X1 38 0.40 25 0.45 

X2 74 0.79 34 0.62 

X3 50 0.53 28 0.51 

X4 36 0.38 24 0.44 

X5 46 0.49 29 0.53 

X6 74 0.79 40 0.73 

X7 47 0.50 25 0.46 

 
Table 4.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4. 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一 研二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X8 29 0.66 33 0.66 19 0.66 11 0.85 8 0.89 1 0.25 

X9 24 0.55 26 0.52 22 0.76 10 0.77 5 0.56 1 0.25 

X10 30 0.68 31 0.62 18 0.62 10 0.77 8 0.89 2 0.5 

X11 20 0.45 23 0.46 14 0.48 7 0.54 6 0.67 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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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比较 
根据表 5 的数据可知，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前三项都较为认同，但对于“会将与专业相关的

职业作为终身发展的职业(X11)”这一项，其认同度低于 0.5。应加强专业宣传，使学生深入了解所学专

业的实质。此外，云南省内的学生比省外的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度要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信息

的缺位和片面，学校的现实状况低于学生的预期，因而导致他们对学校的认同感低[2]。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学校认同作为学生个体的一种态度，本质上是属于情感的范畴，学生通过对学校的了解，从而产生

对学校的情感，实现学生个体对学校从认知到情感的跨越[3]。调查显示，以西南林业大学为例，影响在

校大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度的因素，具体表现为以下 2 个方面： 
第一，影响学校基础设施的认同度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教学设备设施(X1)，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

设施(X4)这两方面，无论是不同年级，还是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这两项均不认同，对其他 5 项的

认同度较高。 
第二，影响学校专业认同度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对“会将与专业相关的职业作为终身发展的职业(X11)”，

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会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改变对该项的认同度。而不同年级和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

生对其他 3 项的认同度较高。 

4.2. 建议 

总体而言，西南林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对学校大部分的设施及专业情况都比较认同，但通过分析发

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为了提高学校的认同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学校基础设施，根据教学需要，改善教室内的教学设备设施。依据在校大学生对宿舍安

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的要求，适当提高宿舍安排的水电等公共设施。如在宿舍楼的每层增加热水设施，

公共洗衣机等，对于本科生的宿舍，晚上不断电。 
第二，增加在校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了解。在教学过程中，依据具体专业，增加职业规划科目，加大

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借鉴国外做法，在学分互认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同学科内专业的转化[4]。 
第三，加大学校宣传，吸引外省学生。在调查结果中发现，生源地是云南省内的学生占 0.63，省外

的学生占 0.37。云南省外的学生较少，因此应加大对学校的宣传度，增大学校的师资力量，促进学校的

发展。 
对于任何一所学校，增进学生的学校文化认同，构建校园互动交往模式，加强专业建设，营造良好 
 

Table 5.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5. 不同生源地的在校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 

 
云南省内 云南省外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X8 59 0.63 42 0.76 

X9 56 0.60 32 0.58 

X10 64 0.68 35 0.64 

X11 45 0.48 2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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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氛围，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规划指导，改善大学生自我认知，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均能

提高在校大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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