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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活中的项目参与行为是大学生丰富自己、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途经与方式。

当今的信息时代也要求着大学生们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更全面的发展。然而，有众多的因素在大学生

项目参与过程中影响着其能力的提升。因此，如何有效地在参与中提高综合素质，促进自己全面发展，

已然成为了大学生们所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大学生项目参与时影响其综合素质提升

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大学生高效提升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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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participation in college life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nrich themselves, 
to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to achieve all-round development. On the premise 
that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a project will certainly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when 
participating in a project,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really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by participating in 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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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现代社会进入到信息网络时代，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来培养大

学生的同时，也要求大学生拥有更高的素养与综合素质，更全面的发展来适应现代社会。大学生作为国

家未来生产力的主力军，肩负着历史重任，更应全面发展。当下各高校各类活动竞相开展，大学生可通

过参与各类活动来提高自身素质，促进自己全面发展。 
大学生项目参与行为是指大学生参与在校内或校外开展的社团协会类、竞赛类、志愿类、科研类等

活动的行为。马艳艳(2019)认为影响大学生参与创新实践项目意愿的因素有：① 年级与专业等学生基本

特征，② 学生学业成绩与学业负担，③ 学生对创新实践的兴趣程度和政策的认知，④ 学生参加科研项

目的经历[1]。郭卉等(2015)认为参与过科研活动的大学生会有以下收获：① 包括沟通能力、团队领导合

作能力等在内的 7 种特定技能的提升，② 对研究生教育或职业道路有了选择和准备，③ 深化了对专业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④ 在自信心与成就感的心理方面和专业伙伴的社会性方面也有所收获，⑤ 对科研

工作所需品质与态度有了体会与认识[2]。田丽慧等(2019)认为提高大学生参与研创类项目积极性的措施

有：① 国家层面下达更清晰明确的文件，② 高校设立专门的学生科研部门，安排专门老师指导，落实

科研项目，③ 高校聘请成功创业人士、邀请优秀校友帮助大学生，使研创项目与社会接轨，④ 高校多

开展线下合作项目，培养大学生交流与协作能力[3]。魏淑东、陈卉(2016)认为激发大学生参与创新项目

积极性的措施有：① 明确创新项目对学生与高校的重要意义，② 重视创新实施条件和创新文化氛围的

建设，并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③ 重视创新项目计划实施和管理[4]。 
纵观国内文献的研究大多在某一类具体的项目类型基础上所进行，其方向主要为项目参与意愿与积

极性的研究，项目参与获得研究，以及提升大学生参与积极性和改善环境的措施与建议的研究。本文从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研究，了解具体哪些因素在项目参与过程中对提高大学生

综合素质有重要影响，以期持续性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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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过程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大学生项目参与的基本情况，了解大学生参与项目与不参与项目的原因，大学生参与项目

的目的和最终收获，旨在研究大学生参与项目时，有哪些具体因素会影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本次问卷调查被试者共有 339 人，男性有 106 人，占比 31.27%，女性有 233 人，占比 68.73%。其中，

大一有 96 人(28.32%)，大二年级有 99 人(29.2%)，大三有 86 人(25.37%)，大四有 58 人(17.11%)。同时，

受试大学生中有 36 人(10.62%)来自高职高专类学校，116 人(34.22%)来自二本院校，152 人(44.84%)来自

一本院校，35 人(10.32%)来自重本类院校。此次调查研究对象的其中一个特点是：涉及专业较为广泛。

占比较大的是经管类 100 人，占比 29.5%，其次是理工类 60 人，占比 17.7%，然后是文史类 37 人，占比

10.91%。最后法学，医学，农学，艺术，教育，语言，哲学类等专业皆有部分占比(详见表 1 所示)。 
 

Table 1. Subjects’ major distribution 
表 1. 被试大学生专业分布 

专业类型 样本数 百分比 

理工类 60 17.70% 

经管类 100 29.50% 

文史类 37 10.91% 

农学类 23 6.78% 

法学类 28 8.26% 

教育类 18 5.31% 

艺术类 20 5.90% 

医学类 25 7.37% 

哲学类 11 3.24% 

语言类 16 4.72% 

其他 1 0.29%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的运用有利于本文形成清晰的文章结构和独特的研究角度，本研究通过查阅知网等学术

网站，搜集到大量与本文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发现现有文献研究方向较为集中在大学生参与项目的原

因和对大学省项目参与的环境改善上[5] [6]。同时，在结合时期具体特点和大学生特质的基础上，对所收

集到的文献进行具体分析，并编制维度因子表后，形成本文研究角度和行文思路。 

2.2.2. 访谈法 
通过访谈易于了解访谈对象的对所问问题具体的看法和想法，便于访谈者掌握访谈对象的情况和后

期对访谈结果的具体处理与分析。本次访谈共有 4 个基本问题，基本结构是：参与项目基本情况调查、

对参与项目的态度调查、对影响综合素质提升的因素调查。 

2.2.3.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指通过制定详细周密的问卷，要求被调查者据此进行回答以收集资料的方法。基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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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文献分析法与访谈法，自编《关于大学生项目参与的影响因素的调的结构查》封闭式问卷。问卷大

致分为三大部分：受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调查、受调查者参与项目基本情况调查、影响其综合素质提高因

素调查。在第三部分影响其综合素质提高因素的调查中，将其中可能的影响因素列举出来，并划分 5 个

影响等级(0 代表无影响，1 代表较小影响，2 代表一般影响，3 代表较大影响，4 代表很大影响)。同时问

卷中也设置了一个影响因素的简答题，用以补充其他影响综合素质提升的因素。其次，问卷的发放采用

线上的方式，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发放问卷，详细调查参与项目的有关基本情况。本次问卷

共回收了 339 份为本次研究作数据支撑。 

3. 调研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项目参与基本情况分析 

3.1.1. 项目参与积极性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图 1、图 2)，近八成大学生选择会参与项目，近两成大学生选择不会参与项目。可见

在调查范围内，大学生参与项目的比例较大，且大学生参与项目的欲望较强，同时，从调查结果来看，

20.35%选择不会参与项目的大学生中，有 44.93%的大学生认为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有 36.23%和 33.33%
的大学生不会参加项目的原因分别是对项目不感兴趣和自己性格内向，没有勇气，而另一部分大学生则

认为时间冲突或其他因素是导致他们没有参与项目的原因。这表明大学生参与项目积极性仍有较大的上

升空间，学校等各相关主体就需对提高学生参与项目积极性提供切实可行的针对性措施。 

3.1.2. 大学生项目参与动机分析 
经过调查分析，由图 3 发现大学生参与项目的动机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动机因素的调查之中，被

动性质的因素“从众心里下迫使参加”、“为获取德育分”。这两个因素占比较低，分别为 24.35%和 48.71%。

而主动性质的因素，单是“为锻炼自己的能力”这一因素占比就高达 68.27%，同时主动性质的因素总占

比为 247.24%远超于总占比为 73.06%的被动因素。大一到大四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学生的想法都会

发生改变，有所不同。因此，结合不同年级阶段研究发现，大一新生由于刚脱离课外活动数量少且类型

少的高中生活，在大学面对各式各样且数量相对较多的时候，自己本身对这些项目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

和强烈的欲望。大二阶段，大学生已经对大学生活里的各种项目有一个较深的了解，这时候不管是为了

充实大学生活，还是培养自己的兴趣或是为以后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等等原因，也会有一个较强主动性去

参加各类项目。而大学的后期阶段，即大三、大四阶段，此时大学生为了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或是培养

自己的能力以为后续的工作或进一步深造奠定相应的基础，也有会有较强的主动性去参加各类项目。 
 

 
Figure 1. Whether the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ject 
图 1. 被试大学生是否参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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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asons for the subjects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图 2. 被试大学生不参加项目的原因 

 

 
Figure 3.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图 3. 参与项目的动机 

 

从图 3 研究发现，在参与项目的动机中，大学生们较大程度上存在对未来考量。其中，“为未来求

职做准备”和“为拓展人脉，社交圈”分别占比高达 48.34%和 45.39%。大学是与社会接轨的一个阶段，

大学结束后大学生将直接面临社会对其的选择和考验，因此在整个大学四年的时间里，尤其到大三、大

四阶段，大学生对社会有一个由浅及深的了解，基于这个了解，大学生知道并且会对自己大学的发展道

路有一个简单的规划，因此为了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提高自己核心竞争力，大学生在面临各类项目的

时候会有对现实充分的考量也会有对未来合理的规划，这就直接影响了大学生会带着强烈的规划性动机

去参加各类项目，以便为自己的未来提前锻炼好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和储备好各种资源，获取较强的竞争

优势。 

3.1.3. 大学生项目参与的获益分析 
其一、经过对图 4 的分析，发现参与过项目的大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普遍得到提高，

以及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巩固和提高。同时，各方面的收获占比较为平均，即在项目

参与中大学生的收获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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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 
图 4. 参与项目的收获 

 
其二，经过交叉分析发现(表 2)，首先无论是参与哪一种类型的项目，人际交往能力都会得到一定程

度的提高。其次针对单个项目类型，参与社团协会类项目对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扩大朋友圈、人脉有较

大帮助；参与学术类项目和“三创”等比赛类项目则对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操作能力具有较大帮助；最

后参与志愿者类项目则对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提高操作能力以及扩大朋友圈和人脉都有较大的帮助作用。

可见参与项目收获和参与项目类型有较强的关联作用。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 and the grade of subjects 
表 2. 参与项目收获和参与项目类型的关系比例分布 

参与项目类型 专业知识 
得到巩固 

语言表达能力 
提高 

人际交往能力 
提高 操作能力提高 朋友圈， 

人脉扩大 团队意识增强 其他 

社团类协会类 
项目 

47.44% 56.41% 62.18% 46.79% 51.92% 41.03% 1.92% 

学术研究类项目 47.92% 54.17% 62.5% 50% 38.54% 25% 1.04% 

“三创”等比赛

类项目 
43.97% 54.61% 60.28% 46.81% 38.30% 34.04% 0.00% 

志愿者类项目 43.38% 55.15% 63.97% 52.94% 45.59% 40.44% 2.94% 

其他 28.57% 85.71% 71.43% 71.43% 71.43% 57.14% 14.29% 

3.2. 影响因素分析 

3.2.1. 自身影响因素分析 
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此次调查中也有所体现，如表 3 所示。

仅有 1.48%认为在参与项目时，对项目的兴趣不会影响综合素质的提升。良好的沟通能够建立互信的人

际关系，有利于成员之间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凝聚力。同时，良好有效的沟通能够让成员在团队

中达成共识，及时有效完成任务，提高效率。根据调查，有 29.52%的被试者认为这对综合素质的提升有

很大影响；另有 39.48%认为有较大影响。性格的不同也会在项目参与时影响其综合素质的提升。调查显

示，有 90%以上的人认为性格对参与项目时综合素质的提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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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s’ facto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表 3. 自身影响因素对综合素质提升的影响程度 

影响因素 没有影响 影响较小 影响一般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个人兴趣 1.48% 7.75% 22.51% 38.38% 28.41% 

沟通能力 5.17% 5.90% 18.45% 39.48% 29.52% 

性格 3.69% 6.64% 22.14% 40.59% 25.09% 

3.2.2. 团队影响因素分析 
合理的分工协作有利于发挥个人所长，提高工作效率。如表 4 所示，仅有 1.48%的人认为其对综合

素质提升没有影响。融洽、和谐的团队氛围会提高队员的工作效率。调查显示，有 35.42%认为其影响很

大；40.22%认为影响较大，有 2.21%认为没有影响。项目负责人的领导风格会直接影响到团队。在这一

方面，只有 4.06%认为影响很小，2.21%认为其没有影响。队友的友好程度会影响到其他队员的工作心情

以及工作效率。根据调查，仅有 2.95%认为其对项目参与的综合素质提升没有影响。 
 

Table 4.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teams’ facto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表 4. 团队影响因素对综合素质提升的影响程度 

影响因素 没有影响 影响较小 影响一般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团队分工 1.48% 7.75% 20.30% 41.70% 26.94% 

团队氛围 2.21% 6.27% 14.02% 40.22% 35.42% 

项目负责人领导风格 2.21% 4.06% 19.19% 43.91% 28.41% 

队友友好程度 2.95% 5.17% 14.02% 40.59% 35.06% 

3.2.3.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项目参与时间若与其他课程时间相冲突，人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项目参与中，这会影响到参与者的

积极性，也会降低工作效率，进一步影响其参与过程中综合素质的提升。如表 5 所示，有 28.04%认为其

有很大影响；42.44%认为有较大影响。项目本身难易程度则会较为直接的影响综合素质的提升，若项目

本身较难，完成后所学知识与收获也会更多。调查显示，6.27%认为影响较小；1.85%认为没有影响。学

校提供的平台或帮助也会影响到项目参与时综合素质的提升。学校提供平台越广阔或学校提供的帮助越

多，大学生参与项目的机会也就相应增加，同时大学生在项目中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也就更为全面。根据

调查，仅 3.32%认为其没有影响。 
 

Table 5.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表 5. 环境影响因素对综合素质提升的影响 

影响因素 没有影响 影响较小 影响一般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项目难度 1.85% 6.27% 23.62% 39.11% 27.31% 

项目时间安排 3.32% 6.27% 17.71% 42.44% 28.04% 

学校提供的平台与帮助 3.32% 7.75% 24.35% 38.01%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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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总结与研究建议 

4.1. 研究总结 

大学注重的不仅仅是对理论知识的讲述，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

展。本文对大学生项目参与时，影响其综合素质提升的因素进行具体研究，有如下结论：一、大学生自

身属性影响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就读年级方面，大一到大四的学生由于自身能力或对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或时间等等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不同的项目参与类型，进而也导致综合素质的提升有不同的侧重面。二、

大学生参与项目的动机影响其综合素质提升。首先是积极性方面，大学生参与项目积极性越高，对于项

目中各项事务的行动力也越强，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的速度也就越快，提升的水平也就越高。其次是规划

性方面，大学生参与项目有不同的动机，有些是为了当下的大学生活，有些是为自己未来做打算，因此

基于不同的动机，选择参与的项目类型与最终综合素质提升的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三、从直接影响的角

度看，大学生自身的因素——个人对项目的兴趣、沟通能力、性格，对其影响程度较大。同时团队影响

因素中——团队分工、团队氛围、项目负责人领导风格、队友友好程度，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的影

响程度也较大。最后，环境影响因素中，项目时间安排、项目本身难度、学校提供的平台与帮助这三个

因素对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也有较大影响。 

4.2. 研究建议 

大学生项目参与这一行为是大学生大学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促进全

面发展。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肩负着祖国发展的重担。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是当今社会所必

须共同关注的问题。为充分让大学生在项目参与这一行为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本文根据以上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大学生作为项目参与者，在选择项目时，尽可能地选择与自己兴趣爱好所相近的，兴趣的驱动与加

持会提高参与积极性，也能在项目参与中有更多的收获。其次，大学生要提高沟通交流的能力。可以观

看节目或多倾听他人，学习他人的沟通技巧。同时自己也要多与他人交流沟通去练习、提高沟通能力。

除此之外，要与人为善，适当妥协，和队友相互配合，提高团队意识。与此同时，大学生还是要妥善处

理好学习与项目参与的关系，合理地安排两者的时间，不能本末倒置，影响学业。 
团队是项目活动的基本单位，对在项目参与中综合素质提高有着重要影响。项目负责人要具备较强

的领导能力，明确目标，统筹全局。要协调好各个成员的关系，营造和谐、融洽的团队氛围。同时要制

定明确、适当的分工，发挥各个成员的特长，提高工作的效率。 
学校是大学生生活与发展的平台，也应承担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任务。学校可以给学生适当灵活的学

习时间，尽量避免项目参与与学习的冲突，让学生能心无旁骛地参加项目，有所收获。同时，学校也可

适当创新，让项目类型更加丰富，提高学生参与欲望与积极性[7]。学校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相应的

机会与平台，让学生展现自己，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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