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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type campus practice refers to a series of unique, complex and interrelated campus prac-
tice activities, which have a clear goal or purpose and must be completed within a specific time, 
budget and resource limit according to the norm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ject-based campus 
practice as the co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collects information and data through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field interviews,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ampus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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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类校内实践是指一系列独特的、复杂的并相互关联的校内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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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目的，必须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规范完成。本文以项目类校内实践为核心进行研

究分析，通过问卷调研、实地访谈收集信息数据，对目前校内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归纳，同时提出

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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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着国家后备人才的储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逐渐从专业教育人才模式向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1]。各类高校纷纷应声而起，

不断完善校园实践基地建设，使得校内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展，学生热情飞涨。但通过文献及实地

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国内高校举办的校内实践形式多以竞赛类及社团类为主，内容多以创新创业为主。

国内外真正立足于项目类校内实践所提出的关于满意度的研究观点与方法极为少数。 
本次调研将立足于川内高校大学生对于项目类校内实践的满意度，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透析目前项

目类校内实践的潜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此促进项目类校内实践的相对发展。 

2. 问卷内容与样本选取 

2.1. 问卷内容编制 

问卷内容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来自各大文献的理论维度，包括被试者自身情况和校内实践现实情况；

二是实地调研的现实维度，根据高校学生回答所涉及内容进行分层整合作为问卷内容的维度补充。 
问卷终稿涵盖被试者基本情况、实践现状与满意程度三大方面。 
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学校类别、专业类别、年级、家庭所在地等八个选项，利于对不同条件的变量

做出针对性分析。实践现状方面，被试者作为校内实践的亲身参与者回答了关于参与项目、参与目的、

活动潜在问题及改善措施等不同模块的六个问题，为满意度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参考价值。基本情况与实

践现状都是满意度调查的基础内容，结合两者才能辩证联系地分析满意度。关于满意程度的具体维度，

如表 3 所示。 

2.2. 样本选取 

通过川内各大高校的办学层次、学校类型以及学校男女比例的综合对比，选择就读于电子科技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华大学、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八所高校的大一至大四全日制在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在数据整理上，将已被选选项设置为 1，未被选选项设置为 0，加强数据可观

性。 
本次调研共发出问卷 870 份，收回 847 份，回收率达 97.4%，其中，有效问卷为 805 份，有效率为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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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此次课题研究采用了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实地调研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研究伊始为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规范，首先采取文献分析法在中国知网等网站搜寻相关词条，

浏览大量文献，作为开放性问卷初稿的理论依据。后去往各大高校进行问卷发放及实地调研，通过与被

试者的深入访谈形成数据资料，整理分析后设计形成封闭性问卷进行二次发放。回收数据根据专家的分

析结论再次修改打磨，通过软件技术确定信效度达标，制成问卷终稿发放调研。 

4. 川内大学生项目类校内实践满意度分析 

4.1. 问卷信效度分析 

采用 SPSS 中 Alpha 信度系数法检测与因子分析法进行问卷信效度检测。在涉及问卷满意度的 21 项

单项中，量标系数完全达标(a = 0.992)。如表 1 所示。效度方面，通过因子分析法发现问卷原始数据 KMO
值为 0.977，旋转平方和载入中的累计方差为 67.595%，确定数据可用。在满意度部分的旋转成分矩阵中，

数据均大于 0.800，证明问卷效度达标。 
 
Table 1.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1.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992 21 

4.2. 满意度分析 

此次调研采取 Likert 量表法，将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

五个维度。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ratio analysis 
表2. 综合满意度占比示例图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未选择 308 38.3 38.3 38.3 

非常满意 62 7.7 7.7 46.0 

比较满意 259 32.2 32.2 78.1 

一般 146 18.1 18.1 96.3 

不太满意 26 3.2 3.2 99.5 

很不满意 4 0.5 0.5 100.0 

合计 805 100.0 100.0  

 
根据结果显示，综合满意度由高到低的人数占比大致为 8:32:18:3:1。人数峰度集中在比较满意与一

般满意之间，人数分布呈放射状，由中间向两端减低。在参与调查的 805 名同学中，总体呈满意态度的

有 467 人，占比 58%，人数过半，说明同学们不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上，对于就读学校总体呈认

可态度。 
在涉及到具体方面的满意度选项上，笔者根据实际调研的获取情况共分为了 21 个选项，6 个维度，

囊括了学校、学院、老师、运行机制、团队成员、自我评价等方面，在满意程度中共分为了 5 个维度，

从 1~5 的满意程度不断降低。具体数据由表 3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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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roject-type campus practice satisfaction dimension statistics 
表3. 关于项目类校内实践满意度维度统计量 

涉及维度 子维度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学校提供文献资料的丰富程度 805 0 5 1.34 1.306 −0.611 0.172 

学校 学校提供项目种类的丰富程度 805 0 5 1.47 1.390 −0.968 0.172 

 学校提供的活动场地 805 0 5 1.56 1.490 −0.991 0.172 

 学院对项目的重视程度 805 0 5 1.45 1.367 −0.942 0.172 

学院 学院对项目的资金投入数量 805 0 5 1.61 1.518 −1.081 0.172 

 学院针对项目设立的奖励机制 805 0 5 1.55 1.455 −1.165 0.172 

 各学科项目发展均衡程度 805 0 5 1.60 1.500 −1.179 0.172 

 
指导老师 

老师在指导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老师指导项目的专业程度 

805 0 5 1.44 1.342 −1.110 0.172 

805 0 5 1.37 1.304 −0.879 0.172 

 老师与成员之间的沟通程度 805 0 5 1.44 1.360 −0.959 0.172 

 项目奖惩政策完善程度 805 0 5 1.54 1.426 −1.123 0.172 

项目管理 项目资金运行状况 805 0 5 1.57 1.436 −1.224 0.172 

机制 项目管理体系完善程度 805 0 5 1.56 1.440 −1.220 0.172 

 团队成员的综合能力 805 0 5 1.49 1.361 −1.140 0.172 

 团队成员的实践经验 805 0 5 1.56 1.425 −1.251 0.172 

项目团队 团队成员的凝聚力 805 0 5 1.50 1.389 −1.032 0.172 

成员 团队成员对项目的投入程度 805 0 5 1.48 1.368 −1.060 0.172 

 团队成员间的交流方式 805 0 5 1.45 1.353 −1.044 0.172 

 团队成员间的配合程度 805 0 5 1.47 1.374 −1.037 0.172 

自我 参加项目类实践的积极性 805 0 5 1.41 1.321 −0.940 0.172 

 自我的综合能力提升 805 0 5 1.39 1.307 −0.842 0.172 

有效的N (列表状态) 805       

 
通过调查结果，均值和峰度的绝对值、标准差均呈正比存在。标准差处于 1.2~1.5 之间，说明在数据

在离散程度上总体幅度较为缓和，数据可信度较高。 
在所有选项中，透过整体数据可以看出，所有子维度的均值均处于“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之

间，说明同学们对于校内实践的总体评价是较为积极的。被调查者最为满意的具体方面表现在于“自我”

维度上，即“参与实践的积极性”与“综合能力提升”两项。此两项总和均值最低，满意度最高，不少

被试者也表明适量参与项目类校内实践对于自身领导力、执行力与表达力等方面有显著提升，从而有效

地增强同学们的实践积极性。 
不足方面，被调查者最不满意的方面在“学院”、“项目管理机制”两个维度上，两者的总和均值

分别为 1.5525 和 1.5567。在项目类校内实践的参与者认为对于学院，校内活动在“项目发展均衡程度”

上失衡、在“资金投入数量”欠缺、在“奖励机制”欠妥。对于“项目管理机制”，主要表现为“项目

奖惩政策”以及“管理体系”不够完善，“资金运行状况”上没有实现透明化，申请流程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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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缺点透析 

4.3.1. 质量与需求不相匹配  
由表 4 可知，潜在问题中被调查者认为参与者自身专业性均值(0.36)与活动形式化均值(0.31)成为影

响实践活动的最重要因素。校内活动质量日渐下降，参与者又多为实践经验匮乏的学生，在研究领域经

验不足，能力不足，专业性不足。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并未得以提升，使得活动质量与学生需求相去甚远。 
 
Table 4. Part options of practice activity potential problems table 
表 4. 实践活动存在问题部分选项示例图 

 活动形式化 参与者专业性不足 

N 
有效 805 805 

缺失 0 0 

均值 0.31 0.36 

标准差 0.461 0.479 

峰度 −1.288 −1.644 

峰度的标准误 0.172 0.172 

4.3.2. 团队协作不协调 
具体情况如表 5 所示。 

 
Table 5. Teamwork data 
表 5. 团队协作数据 

 团队合作不协调 

N 
有效 805 

缺失 0 

均值 0.27 

标准差 0.444 

峰度 −0.920 

峰度的标准误 0.172 

 
在关于项目团队的考察中，“团队合作不协调”以均值 0.27，峰度绝对值 0.920 排名第三，在参与

调查的 805 位同学中，有 217 位同学选中。实践活动的新突破离不开团队组长的合理分工、指导老师的

专业指导、团队成员的有效沟通。只有将所有的因素有机融合，才能形成一支优秀的团队。 

4.3.3. 实践机制尚未健全 
川内各大高校的校内实践活动的数量和类型日益增多，受众面在不断拓宽，但是仍存在活动参与者

中途退出；管理体系混乱；任务分配不均衡等问题。 
如表 6 所示，在满意度由 1~5 逐步递减的情况下，关于“项目管理机制”的总均值高达 1.5567，成

为了所有涉及维度中得分最高的一项。实践机制的不健全，使得项目类校内实践阻力重重。只有组织规

则制度化，活动机制完善化，校内实践活动质量才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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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Proj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satisfaction statistics 
表 6. 项目管理机制满意度维度统计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项目 项目奖惩政策完善程度 805 0 5 1.54 1.426 −1.123 0.172 

管理 项目资金运行状况 805 0 5 1.57 1.436 −1.224 0.172 

机制 项目管理体系完善程度 805 0 5 1.56 1.440 −1.220 0.172 

4.3.4. 实践环境尚未完善 
实践环境分为客观环境与主观环境。客观环境是指对有效环境或普通周围环境条件，通过物理化学

所测定的环境概貌。目前川内大多高校校内实践活动的客观环境只包括操场，篮球场，乒乓球台等比赛

场地或是实验室、会议室等室内环境。可供同学们选择的范围小，面积少，且申办手续复杂，在一定程

度上挫伤了同学们的积极性。主观环境来说，部分院校项目经费稀缺，支持程度不够等问题也是导致同

学们怨声载道的主要因素。 

5. 对于项目类校内实践存在问题的建议对策 

5.1. 缩小客观质量与自身需求的差距 

就目前项目类校内实践的现实水平，实践活动的客观质量与学生的主观需求差距较大。针对这一情

况，学生作为校内实践的参与者，明确自身的发展诉求与方向，选择与之契合的校内实践活动。 
学校应该积极听取学生意见，根据学生期望制定具有针对性、匹配性、多元性的校内活动，缓解质

量与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同时高校要强化资源意识，在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的同时，努力寻求与社会资

源的最佳结合点，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参与高效化实践发展，不断提高高校社会实践的内容设置领域[2]。
通过同校外机构、平台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社会化趋势。 

5.2. 加强团队建设，促进团队协作 

团队是个体的有机组合，团队中应充分发挥个人专长，补充个人短板，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在选取成员时，组长应充分考虑成员的个人能力、团队协作力、团队成员专业的多样性、性别的均衡性、

性格的融合度等因素。在项目进行时，组长有责任召集团队成员召开多样化的集会以加强团队间的联系，

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学校应增强对团队管理的宏观调控，通过开设讲座，指派指导教师鼓励不同项目的团队成员相互交

流，吸取经验。同时加强培养基础知识宽厚，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应用型本科人才[3]。
有目的、有规划的提高同学们对于团队建设的认知水平。 

5.3. 完善校内实践环境， 

从客观环境考虑，学校首先应该加强本校的基础环境建设，校内实践的开展不应该单一的局限于操

场、实验室、图书馆等地。学校应本着以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重视功能、强调特色、分类发展的原则

[4]，开发更多未被利用的校园地带来促进实践活动的举行。其次，学校可设立专业部门对实践相关问题

进行集中化、专门化处理，以提高办事效率。 
在主观环境上，针对学生参与积极性低的情况，一方面学校应该加大对于项目类校内实践益处的宣

传，提高同学们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设立考核评估制度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将学生参

与力度、获得成果等作为考核指标，作为学生期末评奖评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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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健全项目机制，规范制度建设 

针对学生提出的有关项目机制不健全，制度不规范的问题，学校应该主动制定有关的奖惩机制。建

立以学校、学院、基地的三级管理体系[4]，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针对个人，团队成员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的差异性做出调整，在总体原则不得与学校规章有所冲突。 

6. 结语 

学生满意度是衡量高校发展的重大指标，大学生作为接受教育的对象，是对各大高校教育成果的直

观感受者。只有获取了他们的意见，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为我省的教育事业添砖加

瓦。虽然此次研究从深度与广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尽力站在了校内

实践发展的大格局上，以学生满意度为基础，对校内实践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与调查。今后，我们也应

该主动承担创建良好校内实践活动氛围的责任，为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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