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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职业教育是面向军队人员的在岗继续教育，以在线课程为最主要学习形式，相比其他继续教育、在

线教育，在学习对象上具有全员参与的鲜明特征，也因此具有年龄段分布广泛的特征。本文以海军官兵

为例，依据调查对象的特征，分析了不同军龄段官兵对满意度的差异，以期了解官兵工作成长过程中满

意度感受的变化、寻找在线课程建设的薄弱环节加以改进，丰富在线课程满意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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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on-the-job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military personnel. With on-
line courses as the main form of learning, it ha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objects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inuing education or online education, and therefo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age distribution. Taking the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as an example, 
the differences of satisfaction amo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of different military age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vey objects, in the hope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satisfaction as they grow in their work, finding out the weak links of online 
course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and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online cours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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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菲利普·科特勒最早提出顾客满意的概念，即“个体对某产品的可感知效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

以后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相比较以后的结果”具体可区分为事后感知“小于”、“(约)
等于”、“大于”事先期望[1]。满意度属于主观心理状况，但又与客观因素密切相关[2]，是集个体对评

价对象的心理预期、重视程度等主观因素[3]，以及一般人口学因素、教育质量、学生素质等客观因素为

一体的综合概念。近 30 年来，顾客满意度概念开始运用在教育领域[4]。学生满意度开始作为评价学生综

合素质好坏的重要标准[4]。 
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是“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的“三位一体”，其

中军事职业教育是面向军队人员组织开展的以在线课程学习为主的在岗继续教育，是一种继续教育，但

功能定位不同于地方职业教育，聚焦在“提升军队人员履职能力和职业素养”，其学习对象也具有鲜明

的全员特征。在军事职业教育的在线课程建设中，学习者满意度是把握课程建设质量、评价官兵立足岗

位成长成才的重要指标之一。既往在分析在线课程满意度中，因受教育对象集中于大学生[5]等限制，在

一般人口学资料的影响因素分析中，鲜有涉及到年龄跨度较大的人群。本文以海军官兵为例，分析不同

军龄段人群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满意度(由于调查对象为官兵，采取更加符合其职业特征的军龄作为

比较标准)，以期了解学习者在工作岗位中随时间变化、自身成长的满意度差异，丰富满意度相关研究，

明确在线课程改进方向、提升在线课程建设效益。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时间和对象 

2021 年上半年在海军范围内，以方便抽样为原则，发放 10,000 份问卷，官兵填写问卷前均取得知情

同意，采用匿名方式作答。回收 8124 份，有效率 81.2%，军龄 1~33 年，平均 5.53 ± 4.604 年，按照军龄

段划分标准，将人群划分为 1~2 年(义务兵)、3~5 年(一期士官)、6~8 年(二期士官)、9~12 年(三期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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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年(四期士官)、17~21 年(五期士官)、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2.2. 调查方法 

采取自编问卷，分别针对岗位能力提升和人文素养类两类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军综网和互联网

两种网络平台设置了满意度条目，同时增加了具体满意度条目(依据军队在线课程建设规范) [6]，共 14
个条目，按照 1~5 分满意度逐渐增高，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同时增加学习动机简易测评量表，12 个

条目，计算总分后根据作者给定的标准将学习动机水平区分为弱、中等、强三种[7]。问卷的克隆巴赫系

数为 0.979，KMO 值为 0.977，信度效度较高。 

2.3. 统计分析 

不同军龄组之间的满意度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比较，有差异的再进行 SNK 检验；不同军龄组之间的学

习动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 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3. 调查数据分析 

3.1. 不同军龄段的官兵对于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 14 个方面的满意度比较 

由表 1 可见，不同军龄段的官兵对于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 14 个方面的满意度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Table 1. Satisfacti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ilitary age groups with 14 aspects of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on-
line courses ( x s± ) 
表 1. 不同军龄段的官兵对于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 14 个方面的满意度比较( x s± ) 

项目 1~2 年 3~5 年 6~8 年 9~12 年 13~16 年 17~21 年 22 年以上 F P 

军综网在线课程总体 
质量 

4.45 ± 
0.791 

4.29 ± 
0.865 

4.19 ± 
0.879 

4.17 ± 
0.892 

4.10 ±  
0.83 

4.03 ± 
0.909 

4.02 ± 
0.972 31.556 <0.001 

互联网在线课程总体质 
量(手机军职在线 APP) 

4.42 ± 
0.832 

4.24 ± 
0.912 

4.15 ± 
0.892 

4.13 ± 
0.912 

4.07 ± 
0.878 

4.01 ± 
0.942 

4.18 ± 
0.884 29.244 <0.001 

岗位提升类课程 4.42 ± 
0.819 

4.24 ± 
0.904 

4.10 ± 
0.911 

4.07 ± 
0.908 

4.04 ± 
0.899 

3.86 ± 
0.928 

4.02 ± 
0.952 41.823 <0.001 

人文素养类课程 4.45 ±  
0.79 

4.29 ± 
0.861 

4.22 ± 
0.853 

4.17 ± 
0.837 

4.18 ± 
0.815 

4.07 ± 
0.819 

4.15 ± 
0.989 26.14 <0.001 

课程内容的丰富性、科 
学性、新颖性、精炼性 

4.47 ± 
0.789 

4.27 ± 
0.887 

4.21 ± 
0.893 

4.17 ± 
0.874 

4.13 ± 
0.873 

4.04 ± 
0.853 

3.98 ± 
1.045 32.431 <0.001 

课程内容是否紧贴部队 
战斗力建设和官兵成长 

成才需要 

4.46 ±  
0.8 

4.26 ± 
0.897 

4.14 ± 
0.919 

4.05 ± 
0.944 

4.03 ± 
0.936 

3.80 ± 
1.051 

3.89 ± 
1.066 52.414 <0.001 

课程结构的清晰、完整 
和严密度 

4.48 ± 
0.772 

4.28 ± 
0.862 

4.22 ± 
0.853 

4.18 ± 
0.852 

4.16 ± 
0.845 

4.03 ± 
0.913 

4.09 ± 
0.928 33.171 <0.001 

录制模式多样、镜头衔 
接合理流畅 

4.45 ± 
0.793 

4.26 ± 
0.901 

4.17 ± 
0.887 

4.16 ± 
0.875 

4.15 ± 
0.846 

3.95 ± 
0.879 

3.93 ± 
1.052 34.497 <0.001 

视频呈现方式是否生动形

象恰当、色彩鲜明和谐、

声音清晰、文字醒目 

4.46 ± 
0.792 

4.30 ± 
0.874 

4.24 ± 
0.855 

4.17 ± 
0.844 

4.14 ± 
0.884 

3.97 ±  
0.92 

3.91 ± 
1.059 32.04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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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教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

艺术性、引人入胜 
4.45 ± 
0.809 

4.27 ± 
0.878 

4.22 ± 
0.868 

4.13 ± 
0.892 

4.10 ± 
0.893 

3.97 ± 
0.906 

3.93 ± 
0.997 32.926 <0.001 

教员仪表仪容是否精神 
饱满、思路清晰、具有 

感染力 

4.48 ± 
0.770 

4.32 ± 
0.856 

4.27 ± 
0.824 

4.21 ± 
0.842 

4.22 ± 
0.824 

4.13 ± 
0.795 

4.04 ± 
0.942 25.476 <0.001 

教员教授的认真程度、 
是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 

4.50 ± 
0.756 

4.35 ± 
0.832 

4.31 ±  
0.81 

4.25 ± 
0.828 

4.26 ± 
0.761 

4.18 ± 
0.784 

4.25 ± 
0.886 20.759 <0.001 

教员教学经验是否丰富、

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

启发性强 

4.50 ± 
0.754 

4.33 ± 
0.847 

4.28 ± 
0.818 

4.23 ± 
0.832 

4.22 ± 
0.818 

4.07 ± 
0.847 

4.05 ± 
0.931 29.86 <0.001 

课程的在线教学服务 
(辅导答疑、研讨互动等) 

4.46 ± 
0.807 

4.27 ± 
0.898 

4.21 ± 
0.873 

4.10 ± 
0.92 

4.07 ± 
0.908 

3.96 ± 
0.913 

3.95 ± 
0.951 38.656 <0.001 

 
进一步的 SNK 检验(表略)显示： 
对于军综网在线课程总体质量，1~2 年(义务兵)的满意度(4.45)最高，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4.02)、

17~21 年(五期士官) (4.03)的满意度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之间。 
对于互联网在线课程总体质量(手机军职在线 APP)，1~2 年(义务兵) (4.42)的满意度高于 17~21 年(五

期士官) (4.01)、13~16 年(四期士官) (4.07)、9~12 年(三期士官) (4.13)、6~8 年(二期士官) (4.15)、22 年以

上(六期士官) (4.18)、3~5 年(一期士官) (4.24)，后 6 者之间的满意度无统计学差异。 
对于岗位提升类课程，1~2 年(义务兵)的满意度(4.42)最高，17~21 年(五期士官) (3.86)最低，其余军

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之间。 
对于人文素养类课程，1~2 年(义务兵) (4.45)的满意度最高，17~21 年(五期士官) (4.07)最低，其余军

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之间。 
对于课程内容的丰富性、科学性、新颖性、精炼性，1~2 年(义务兵) (4.47)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 3~5

年(一期士官) (4.27)等，而 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4.18)等的满意度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中

间。 
对于课程内容是否紧贴部队战斗力建设和官兵成长成才需要，1~2 年(义务兵) (4.46)的满意度最高，

其次是 3~5 年(一期士官) (4.26)，而 17~21 年(五期士官) (3.80)满意度最低，其次是 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3.89)，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中间。 

对于课程结构的清晰、完整和严密度，1~2 年(义务兵) (4.48)的满意度最高，17~21 年(五期士官) (4.03)、
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4.09)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之间。 

对于录制模式多样、镜头衔接合理流畅，1~2 年(义务兵) (4.45)的满意度最高，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3.93)、17~21 年(五期士官) (3.95)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中间。 

对于视频呈现方式是否生动形象恰当、色彩鲜明和谐、声音清晰、文字醒目，1~2 年(义务兵) (4.46)
的满意度最高，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3.91)、17~21 年(五期士官) (3.97)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

介于中间。 
对于教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艺术性、引人入胜，1~2 年(义务兵) (4.45)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 3~5

年(一期士官) (4.27)、6~8 年(二期士官) (4.22)等，而 22 年以上(六期士官)满意度(3.93)、17~21 年(五期士

官) (3.97)、13~16 年(四期士官) (4.10)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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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员仪表仪容是否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具有感染力，1~2 年(义务兵) (4.48)的满意度最高，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4.04)的满意度最低，其次是 17~21 年(五期士官) (4.13)、9~12 年(三期士官) (4.21)、13~16
年(四期士官) (4.22)，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中间。 

对于教员教授的认真程度、是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1~2 年(义务兵) (4.50)的满意度高于

17~21 年(五期士官) (4.18)、9~12 年(三期士官) (4.25)、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4.25)、13~16 年(四期士官) 
(4.26)、6~8 年(二期士官) (4.31)、3~5 年(一期士官) (4.35)，后 6 者之间的满意度无统计学差异。 

对于教员教学经验是否丰富、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启发性强，1~2 年(义务兵)的满意度(4.50)
最高，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4.05)、17~21 年(五期士官) (4.07)的满意度等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

度介于中间。 
对于课程的在线教学服务(辅导答疑、研讨互动等)，1~2 年(义务兵) (4.46)的满意度最高，22 年以上(六

期士官) (3.95)、17~21 年(五期士官) (3.96)的满意度等最低，其余军龄段官兵的满意度介于中间。 

3.2. 不同军龄段的官兵学习动机强度水平的比较 

由表 2 可见，不同军龄段的官兵的学习动机比较有统计学差异，1~2 年(义务兵)动机强的百分比相对

最高(39.5%)，动机弱的百分比相对最低(14.1%)。而 22 年以上(六期士官)、17~21 年(五期士官)动机弱的

百分比相对最高(23.6%、23.0%)。 
 

Table 2. Learning motivation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ilitary age groups (%) 
表 2. 不同军龄段人员学习动机强度水平的比较(%) 

动机水平 1~2 年 3~5 年 6~8 年 9~12 年 13~16 年 17~21 年 22 年以上 Χ2 P 

动机弱 14.1 20.7 21.1 22.5 22.8 23.0 23.6 139.020 <0.001 

动机中等 46.4 48.3 52.7 50.6 49.6 48.7 43.6   

动机强 39.5 31.0 26.3 26.9 27.6 28.3 32.7   

4. 结论与建议 

4.1. 不同军龄段的海军官兵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满意度总体较高 

本次调查中，采用 5 点计分法(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各年龄段的

海军官兵虽然对不同种类的在线课程、不同平台的在线课程以及具体条目的满意度均有不同，但大多都

在 4 分以上，也就是介于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之间，接近比较满意。高于既往文献报道的学生对课程的

满意度评价，如有学者调查了以“211”和“985”为代表的高水平大学的学生满意度，采用 7点计分法(非
常不满意、不满意、有点不满意、一般、有点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对应百分制的分数由低到高分别

为 0、16.7、33.3、50、66.7、83.3、100)，学生对教师课程教学的满意度相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较低，具

体得分均值为 68.16 [5]，介于有点满意和满意之间，接近有点满意。本次调查显示，军事职业教育的学

习者——广大官兵对在线课程的满意度要高于大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满意度。这与调查对象和主体不同有

关，本次调查的是官兵对在线课程的满意度，而既往文献多是调查大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 

4.2. 不同军龄段的海军官兵满意度均有不同，义务兵满意度相对较高 

本次调查显示，各年龄段的海军官兵对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满意度均有不同，总体来说，1~2
年(义务兵)对各项在线课程的满意度均高于其他官兵。有的军龄段如 22 年以上(六期士官) (3.95)、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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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期士官) (3.96)属于满意度较低的群体。学生满意度是随着学习者的年龄不同发生变化的，但既往研

究因多集中于在校大学生或某一类型的教育(如职业教育)，教育对象的年龄相对较为集中，但也得出了满

意度存在年级差异，大二和大三学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等结论[5]。1~2 年(义务兵)对各项在线课程的满意

度均高于其他官兵，一方面可能与在线课程属于新生事物，更加符合年轻官兵的学习需求和习惯，一方

面也与 1~2 年(义务兵)刚刚入伍不久，对各项事物还在适应过程中，与之相应的学习期望和要求不会太

高有关。 

4.3. 对在线教学的启示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中存在着课程体系改革的盲区[4]。建设在线课程，共享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培养

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军事职业教育开展的主要目的，也是在线教育共同的目标。贯彻客

户满意度理念，梳理不同人群的具体满意情况，分析潜在薄弱环节，有的放矢的进行改进提高，为提高

育人质量提供稳固支撑，是教育管理工作者应当关注的方面。针对本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如 17~21 年(五
期士官)等工作时间较长的官兵对岗位提升类课程的满意度相对最低，学习动机高低对满意度有一定影响、

动机强的官兵满意度也相对较高的情况，我们认为今后的在线教学应当注意三个方面：一是优化课程结

构，增加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以更加贴近岗位工作实际为原则，及时反映最新知识概念、科技

成果、创新理念，提升学习者的岗位胜任力和综合素养、满足工作时间长的人群的满意度；二是以学习

者满意为标尺，坚持服务导向、加强顶层设计、突出不同人群需求，系统建立完善系统、科学、分类的

课程体系；三是不断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水平，通过科学精准组织实施课程教学，尊重和激发内生动

力和兴趣，提供个性化精致化教学，培养学习者独立思考能力，全面提升创新素质、综合素养和长远发

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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