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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 satisfac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cultu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It can improve cultu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cultural atmosphere by un-
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18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and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uses IPA analysis to statutory quantitative satisfaction by questionn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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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满意度是高校文化育人工作评价体系重要指标，通过了解问题和不足，可针对性改进高校文化育人工作，

提升整体文化氛围。综合参考文献和实际情况，确定影响高校文化育人评价的18个关键要素，通过实地

调研问卷调查，运用IPA分析法定量化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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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作为文化育人的重要阵地，应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挖掘文化内涵，推进文化建设。为了明确目前

在校生对于高校文化育人的需求和实际表现满意程度，选取重庆市某一高校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实际表现

和满意度的对比，反映出高校文化育人现状的真实情况，为今后文化育人发展方向提供一定参考和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主要包括性别、

年级、学科等项目；第二部分是调查当下文化育人的总体满意度；第三部分是调查对于高校文化育人因

子的满意度和重要程度，在广泛阅读文献和结合实际调研情况的前提下，征求学生代表和教育专家的意

见，设置高校文化育人关键要素评价体系 18 指标的满意度总体评价问卷。归纳为精神文化、管理文化和

环境文化三个方面，整体上涵盖了高校文化育人的主要构成要素，全方位考察在校生对目前高校文化育

人的满意度[1]。 

2.2. 问卷调查 

问卷选取某高校在校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调查随机分发问卷、当场填写和当场回收，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共分发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51 份，有效率达 90.2%，

总体调查情况良好。 

2.3. 分析方法 

利用 IPA 分析法统计数据，IPA 分析法把重要性和满意度的测评置于二维象限中，其中 Y 轴代表重

要性评估，X 轴代表满意度高低(图 1)。以重要性和满意度的均值为交叉点，把 IP 图分为四个象限，各

区域代表不同含义对应不同对策，可以概括为：继续保持、努力过头、低优先级和集中加强。根据每个

因素所在象限，结合每个区域代表的含义，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每个因素的发展方向，让主观的感受用量

化的科学形式展示，为改进对策提供针对性的指导意见[2]。如处在第四象限的因素，则代表被调查者认

为此因素重要性较高，但实际表现不佳，需要在后续发展中集中加强强化，以提高现实情况满意度，让

满意度和重要性相匹配。 

3. 基于 IPA 分析法的高校文化育人现状调查结果 

3.1. 被调查者基本属性 

被调查学生中年级构成高低年级各占几乎一半的比例，一二年级占 57.33%，三四年级占 42.67%，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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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数分布较均匀。被调查学校属于师范类院校，在调查过程中尽量平衡男女比例和学科类别，人文

社科类学科比例为 75.78%，理工科比例较少，占 24.22%；男女生比例分别为 33.56%和 66.44%。 
 

 
Figure 1. IPA positioning analysis diagram 
图 1. IPA 定位分析图 

3.2. 高校文化育人现状总体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对校园文化育人实际表现和个体需求满意的同学比例达到 18.67%，65.33%的同学认

为比较满意，满意度较低的学生比例为 16%。 

3.3. 高校文化育人现状关键要素重要性满意度评价分析 

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法，将在校生认为高校文化育人相关影响因子重要性分为 5 级，分别是

“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将在校大学生对于高校文化育人相关影响因子的满意

度也分为 5 级“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每个级别按 5 至 1 降序赋值。得分均值

在 1~2.4 之间表示反对或不满，2.5~3.4 之间表示中立或一般，3.5~5 之间表示赞同或满意。表中重要性评价

分数均在 3.5 分以上，表明在校生使用者对于各文化育人要素重要性表示赞同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标准

差得分上，各因素标准差都小于 1，表明数据离散程度较小，大部分在校生使用者的意见趋于统一。 

4. 高校文化育人关键要素 IPA 分析 

将各评价因子重要性和满意度的测评置于表 1 中，便于归纳总结。根据各指标变量的重要性及其实

际表现的分值范围，均值差为负数表明高校学生对高校文化育人关键要素的实际感受劣于其期望值；反

之，正均值代表他们对高校文化育人关键要素实际表现优于其期望值。本次调查中，高校文化育人各关

键要素中，除精神文化方面实际表现和重要性为正值，客观满意度较高外，管理文化和环境文化满意度

和重要性均值差都为负数，说明实际表现不理想。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指标变量重要性的总平均值 I 得分为 4.2691，指标变量实际表现的总平均值 P

得分为 4.0488，运用 MATLAB 软件绘制 IP 图，在图中对该点定位，并以此点分画横纵线，虚线横轴代

表实际表现轴，纵轴代表重要性轴，将 IP 图分为四个象限。将各指标变量根据其重要性和实际表现得分，

逐一在四个象限中定位，并从巴勒格鲁和纳伍的观点解释。如图 2 所示，各指标变量的 I 值与 P 值垂直

交点在 IP 图中的位置，均用符号和颜色进行了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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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expectation and actual performance of key elem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education 
表 1. 高校学生对高校文化育人关键要素期望与实际表现比较 

主因子 编号 具体影响因素 重要性(Importance) 实际表现(Performance) P-I 之间均值差 

精神文化 

1 校风 4.3522 4.4333  

2 校训 4.1867 4.0578  

3 校歌 3.7178 3.9067  

4 校徽 3.5896 3.9556  

5 办学理念 4.5067 4.2089  

6 校史馆建设 4.2289 4.0533  

  平均 4.0969 4.1026 0.0057 

管理文化 

7 日常管理体制 4.1601 4.0533  

8 安全管理制度 4.4089 4.1289  

9 课堂教学质量 4.6756 4.1111  

10 教职工素质 4.3333 4.1244  

11 宣传平台途径 4.2489 3.9067  

12 网络建设 4.3556 3.6444  

  平均 4.3637 3.9948 −0.3689 

 
13 校园选址 4.4011 4.2889  

14 整体规划 4.2378 4.1111  

环境文化 

15 景观配置 4.5422 4.08  

16 社团建设 4.2933 3.9156  

17 讲座报告 4.2356 3.9689  

 18 课余活动 4.3689 3.9289  

  平均 4.3465 4.0489 −0.2976 

 

 
Figure 2. Shows the position of the vertical intersection of the I value and the P value of each indicator variable in the IP map 
图 2. 各指标变量的 I 值与 P 值垂直交点在 IP 图中的位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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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类的因子重要性较低，表明当代大学生亟需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办学理念 IP 图中位于第一

象限，表明在校生认为很重要，实例表现也比较满意。卓越的办学理念是一流大学办学成功的关键，主

要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是高校发展的核心。高校应不断总结思考，在结合实际发展历程的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和宣传办学理念，让每所高校具有独特的灵魂；校风是学校师生在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

治学方法等方面的风格，是学校师生知、情、意、行在学习问题上的综合表现，实际调查中校风指标出

现在第一象限，说明在校生对校风比较关注，对当下高校校风营造感到满意。校歌和校徽在校生未重视

且实际表现不佳，在整体评价中属于机会区域，在高校实际工作中应深入挖掘宣传。在校史馆建设方面，

目前大多数高校均有独立场地建设校史馆，在新生入学教育等环节均会安排统一参观，校史馆记载了一

所学校的创设、变迁、发展，随着时代进步，也运用对媒体互动综合展示等技术，让校史生动的展现在

同学们面前，纷纷表示满意度较高，但调查结果显示校史馆的参观局限于形式，大多数同学没有体会到

校史馆存在的深层含义，对其重要性认识度偏低，校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校训是广大师生共同遵

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它既是一个学校办学理念、治校精神的反映，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需要高校在学生群体强化其重要性。 

4.2. 管理文化 

文化育人指标重要性评价中，在校生对于高校的管理文化关注度最高，均值得分达 4.3637，实际表

现却差强人意，需要引起重视，集中发展，只有一个各项管理文化健全合理的高校，才能为在校生提供

更加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管理文化方面宣传平台途径属于第三象限，被认为重要性和实际表现都不乐观，这属于机会区域。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时宣传平台作为展示学校特色

的重要窗口，是提高高校满意度、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有效途径。但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学生对高校宣传

工作的认知度不够或者不了解导致重要性偏低，同时作为体验者实际表现分数的欠缺表明目前高校宣传

工作还没有入脑入心，引起强烈共鸣，是亟待提高的因素。高校宣传工作应看准向、找准点、把准势，

针对在互联网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群体，高校宣传工作要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既要在内容上体

现时代性，更要在形式上提高针对性，使宣传思想工作富有活力、展现成效。目前高校的宣传平台途径

仍局限于官方微博、微信等，形式、内容、影响力、辐射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如何与传统思想政治工

作方式有机结合还有较大潜力可挖。 
亟待改进的指标有网络建设，位于第四象限，即高重要低表现区，同宣传平台途径一样，作为网络

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对网络建设有着强烈的认同，但目前高校在这部分的发展显然差强人意，属于薄弱

环节，还需要不断创新网络建设途径，针对在校生产生吸引力、感召力。 
高校日常管理体制是为维护校园的正常秩序，创造整洁、优美、安静、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而制

定，实际表现得到了普遍学生的认可，满意度为 4.0533。 
管理文化中安全管理制度、课堂教学质量和教职工素质均位于 IPA 分析图中，高重要高表现的第一

象限，应继续保持，同时，应针对实际情况中新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提出治理方案，以适应时代和群体

的需求，为在校生提供与时俱进的制度管理环境。 

4.3. 环境文化 

高校文化育人环境文化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在校生对校园选址和景观配置的关注度得分分别为

4.4011 和 4.5422，可见在校生对校园十分重视。被调查高校校园选址和景观配置总体来说表现较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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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一象限，应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继续与时俱进，不断融合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学生营造一个有归

属感、安全感、舒适感的校园环境；被认为很重要的社团建设和课余活动实际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位于

第四象限，学生社团是由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相关部门领导和指导老师带领下，自愿组织的相对独立

开展活动的群众团体，是学生自我塑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形式；开展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是

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的全面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积极有效的社团活动有助于丰

富大学生课余生活，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在心理辅导、朋辈互喻、拓展视野、提升综合素质上都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根据调查结果，高校大学生对学生社会和第二课堂重要性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但基于部分

现实因素，实际表现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高校应当高度重视，创新第二课堂方式，提高课外活动

的参与度，加大对学生社团的扶持力度，让同学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感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

现教书育人的目的。讲座在校生未重视且实际表现不佳，在整体评价中属于机会区域，在高校实际工作

中应深入挖掘利用宣传，提高学术认知，传播思想正能量。 
可能问卷描述或者相较其他大部分指标而言，问卷结果与理论分析有突出，大部分受访在校生未认

识到整体规划的重要性，因此重要性得分较低，但给予体验者的感受满意度较高，在 IPA 分析中，高校

文化育人指标中的整体规划位于重要性较低但实际表现良好的第二象限，继续保持即可。 

5. 小结 

通过 IPA 法分析，在校生对高校文化育人各要素的重要性评价得分均在 3.5 分以上，说明在校生对

这些要素在营造理想高校文化育人环境中的重要性表示赞同。同时各指标得分也反映出调研的高校文化

育人现状不尽如人意之处。IP 图中对各景观要素的重要性和实际表现均值对比，能直观地发现从在校生

角度出发各景观要素的重要性排名和实际表现情况，有利于进一步对在校生视角下各文化育人要素的完

善对策和改进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详细讨论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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