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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浙江省学生为调查群体，对其进行多阶段抽样调查，并以学生家长、非美育类教育工作者与美育

类教育工作者为访谈对象，旨在了解学生参与美育活动的现状、学校美育满意度，发现学校美育在开展

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就被调查者相关信息与学生对学校美育支持度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得到学生对于接受学校美育必要程度与美育从业意向、参加美育意愿有关，与学生性别、学段、家长文

化水平、家庭年收入无关。最后结合调查结果，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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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survey group, conducts a multi-stage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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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ng survey, and interviews parents, non-aesthetic educator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educators,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aesthetic education activi-
ties,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Satisfaction, discovering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and the students’ support for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students’ necessity for accepting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ntention of practic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par-
ticipate in aesthetic educatio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tudents’ gender, school stage, par-
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annual income. Finally,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some tar-
gete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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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育是现代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它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提高以及人格完善等

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基础教育中，人们普遍将艺术类教育视为“副课”，人们对考试性

科目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艺术类教育。随着教育改革和社会大发展时代潮流的涌动，美育与美育课程迎

来人们更多的关注，国家也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予以支持和引导[2]。 
为了切实了解国家发布美育相关政策后学校开展美育教育学习的情况。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学生进行

调查问卷和对学生家长、非美育类教育工作者与美育类教育工作者进行访谈，对被调查者接受学校美育

情况进行多维度了解，并以学生美育现状及满意度为主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与

建议。 

2. 样本量的确定 

为了确定样本容量，我们首先通过预调查对浙江省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美育课程实施的满意情况进行

了初步分析。我们建立了如下的给分制度：100 分代表十分满意，50 分代表中立，0 分代表非常不满意。

我们通过采访咨询了来自杭州、温州、宁波、金华、台州和绍兴的 100 名学生，计算出了他们给分的样

本均值 58.30x = ，样本方差 2 1658.92s = 。假定置信度为 95%，即 0.05α = ，此时 1 2 1.96Z α− = ，最大允许

绝对误差不超过 5%，即 0.05r = ，所以极限抽样误差 2.915e r x= × = 。 
根据上述结果及相关公式，计算出初始样本量： 

2 2

0 2 750Z sN
e

= ≈  

根据不同抽样方法的设计效应 deff 对样本量进行调整。通常情况下，分层随机抽样取 deff 1≤  [3]，
我们取 deff 1= ，预计有效回答率 r 为 90%，对样本容量进行调整，并确定最终样本量： 

0 *deff 833NN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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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实际问卷的回收率，我们适当的扩大样本量来减小误差，最终确定样本容量为 900。 

3. 调查方法 

通过线上问卷以及线下访谈进行预调查，了解了学生和家长对于美育认知、学校美育实施现状、美

育支持度以及满意度的相关情况，并记录了他们的意见，依据此改善了调查问卷，使得问题更加精炼并

且附有针对性。 
我们采取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并结合访谈等形式，根据浙江省各城市的划分，选取了杭州、温州、宁

波、金华、台州和绍兴共六所城市展开调查。最终，回收问卷 871 份，有效份数为 851 份，回收问卷有

效率为 97.7%。 
在本次调查有效的问卷中，在基本信息中，分析得到未来不从事美育行业的人数占比最多，所占比

例为 83.08%，同时被调查者在性别、学段、地区均有不同的分布，调查具有有效性和全面性。近半数的

浙江省学生对课余时间参加美育活动较为愿意，非常愿意参加美育活动的占比约 24.79%，但还有近 3.88%
的学生不愿意课余时间参加美育活动。通过本次调查，能够深入分析学生学习美育现状以及满意度，由

此分析学生对学校美育活动总体的看法，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4. 学生对学校美育支持度 

4.1. 模型的变量选取与赋值 

为了挖掘何种因素会影响学生对“是否有必要接受美育”的选择，我们结合列联表分析，选择性别、

学段、美育从业意向、家长文化水平、家庭年收入以及参加美育活动意愿为自变量，对所有变量进行说

明、编号，并且在实际模型的建立过程中，我们借助 SPSS 软件，选择了后退法对变量进行筛选剔除，

并展开分析，从而达到预测不同个体对支持学校美育看法的目的。 
我们将是否有必要接受美育定义为因变量，其中 1Y = 代表有必要接受学校美育； 0Y = 代表没有必

要接受学校美育。 
而为了避免共线性，我们对每一项自变量均定义了一个变量为哑变量。我们设置的自变量如表 1： 
 

Table 1. Summary and assignment table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表 1.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自变量汇总赋值表 

变量 赋值 

性别 x1 X11 男 = 1，女 = 0 

学段 x2 

X21 小学 = 1，不属于小学 = 0 

X22 初中 = 1，不属于初中 = 0 

X23 高中及中专 = 1，不属于高中及中专 = 0 

X24 本科及大专 = 1，不属于本科及大专 = 0 

美育从业意向 x3 

X31 艺考生 = 1，不属于艺考生 = 0 

X32 未来计划从事艺术的学生 = 1，不属于未来计划从事艺术的学生 = 0 

X33 以上都不是 = 1，不属于以上都不是 = 0 

家长文化水平 x4 

X41 初中及以下 = 1，不属于初中及以下 = 0 

X42 高中或中专 = 1，不属于高中或中专 = 0 

X43 本科或大专 = 1，不属于本科或大专 = 0 

X44 硕士及以上 = 1，不属于硕士及以上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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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庭年收入 x5 

X51 8 万及以下 = 1，不属于 8 万及以下 = 0 

X52 8~15 万 = 1，不属于 8~15 万 = 0 

X53 15~30 万 = 1，不属于 15~30 万 = 0 

X54 30 万及以上 = 1，不属于 30 万及以上 = 0 

参加美育活动意愿 x6 

X61 不愿意 = 1，不属于不愿意 = 0 

X62 较为愿意 = 1，不属于较为愿意 = 0 

X63 非常愿意 = 1，不属于非常愿意 = 0 

 
由此我们可定义如下所示的二值 Logistic 回归方程模型： 

0 1 11 2 21 3 22 4 23 19 63ln
1

pY X X X X X
p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其中 ( )1p P Y= = 是浙江省学生认为有必要接受学校美育的概率，它是关于Xij的非线性函数。符合一

个标准的二元 Logistic 分布。 

4.2. 模型的构建 

借助 SPSS，我们使用后退法对自变量进行筛选剔除，有效地保证了预测的结果。经过五次迭代后，

自变量选择结束，最终留存的自变量为美育从业意向以及参加美育活动意愿。我们此处只显示了最终的

模型选择结果，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able of parameter estimates for variables in equations 
表 2. 方程中变量参数估计表 

参数估计值 
方程中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B) 

步骤 4 

美育从业意向   12.853 3 0.005  

美育从业意向(1) −1.737 0.561 3.972 1 0.046 0.327 

美育从业意向(2) −2.184 1.338 0.109 1 0.741 0.643 

美育从业意向(3) −3.262 0.495 11.41 1 0.001 0.188 

参加美育意愿   41.701 3 0.001  

参加美育意愿(1) −3.385 0.807 17.584 1 0 0.034 

参加美育意愿(2) −2.457 0.669 13.5 1 0 0.086 

参加美育意愿(3) −0.072 0.518 0.019 1 0.899 0.93 

常量 3.583 0.607 34.814 1 0 35.964 

在步骤 1 输入的变量：性别、学段、美育从业意向、家长文化水平、家庭年收入、参加美育活动意愿 

 
从输出的结果来看，该变量参数估计表显示，存留的二个自变量 Wald 检验p值均小于 0.05，即通过

显著性检验，具体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程如下： 

https://doi.org/10.12677/sa.2023.123073


冯宣迪 等 
 

 

DOI: 10.12677/sa.2023.123073 694 统计学与应用 
 

31 32 33 61 62 63ln 3.583 1.731 2.184 3.262 3.385 2.457 0.072
1

p X X X X X X
p

 
= − − − − − − − 

 

4.3. 模型的 H-L 检验与分析 

H-L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results 
表 3.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结果表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1 2.801 8 0.946 

2 2.588 8 0.957 

3 4.808 8 0.778 

4 3.794 8 0.875 

 
最终，H-L 检验的p值为 0.875 0.05> ，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要求，说明方程的可信度较好。 

4.4. 模型的应用 

由回归方程可知，学生是否有必要接受学校美育与美育从业意向、参加美育意愿有关。基于上述模

型，针对特定的浙江省学生，我们将就其对浙江省学校美育支持度做出以下具体分析： 
1) 选择一位艺考生( 31 1X = )、比较想参加美育活动( 62 1X = )的浙江省学生进行调查可以得到： 

ln 3.583 1.737*1 2.457*1 0.611
1

p
p

 
= − − = − − 

 

此时， 35.17%p = ，说明比较想参加学校美育活动的艺考生认为学校美育课程有必要的概率为

35.17%左右。 
2) 选择一位未来计划从事艺术( 32 1X = )、比较想参加美育活动( 62 1X = )的浙江省学生进行调查可以

得到： 

ln 3.583 2.184*1 2.457*1 1.06
1

p
p

 
= − − = − − 

 

此时， 25.76%p = ，说明比较想参加学校美育活动的未来计划从事艺术行业的学生认为学校美育课

程有必要的概率为 25.76%左右。 
3) 选择一位非艺术生且不打算从事艺术行业( 33 1X = )、比较想参加美育活动( 62 1X = )的浙江省学生

进行调查可以得到： 

ln 3.583 3.262*1 2.457*1 2.136
1

p
p

 
= − − = − − 

 

此时， 10.56%p = ，说明比较想参加学校美育活动的不打算从事艺术行业的非艺术生认为学校美育

课程有必要的概率为 10.56%左右。 
比较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浙江省学生美育从业意向对其支持学校美

育存在较大的影响。当学生想从事艺术相关行业或者为艺术生时，其认为有必要接受美育课程的概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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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算从事艺术行业的非艺术生大的多。因此，学校应该推出更加比较创新有意义的美育课程、活动，

不局限于艺术生。 

5.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学生对美育现状及满意度调查数据，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学生对于

接受学校美育必要程度的几种因素。通过研究，学生对于接受学校美育必要程度与美育从业意向、参加

美育意愿有关。基于调查结果，我们团队现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开发特色校本课程，以文化带动美育传播 

通过对评价学生群体进行聚类，发现缺乏美育资源的学生在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因此，为了提高

学生对美育的认知和参与度，本文提出一些美育课程创新形式。 

5.1.1. 以当地文化为基，创美育课程 
将地域资源融入美育课程，是强化学生对本土文化认识的重要方式[4]。不同学校可以结合当地特色

文化进行实地调研，经过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后，开发出特色的校本课程，挖掘一系列当地特色文化，

并将美育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开创独一无二的校本课程，进行文化传承。 

5.1.2. 以当地文化为介，促美育熏陶 
不同地区在当地文化的熏陶下，经过时光的沉淀都孕育出符合当地百姓的文化内涵，例如绍兴的越

剧、杭州的西湖传说、丽水的畲族民歌等，这些都是传播美育最好的媒介，用非遗文化助力美育课程，

让美育熏陶深入人心。 

5.2. 提高学校教师能力，以交流促进美育普及 

新时代美育教师的育人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育人的成效[5]。学校应该重视起学校教师自主研发、

开设美育课程的能力。学校可以充分挖掘有相关经验的教师，打造一只具有较高美育素养的授课教师，

除学科教学外，将美育课程的教学重视度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师工资以形成激励机制，主动

促进教师学习美育课程；另外，学校也可以专门为教师开设美育培训班，综合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此外，学校也可以与外界专门的美育教育机构合作，定期邀请专业的美育工作者来校宣讲；并与第

三方机构合作，签订美育授课合同，定期在校开展每周 1~2 次的专业美育课程，在一次次的交流中促进

本校美育的普及。 

5.3. 创造美育氛围，满足孩子好奇心 

家长作为孩子人生之路上的第一位老师，可以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有意识地为孩子从小创造美育

氛围：例如周末带孩子逛博物馆，看话剧、画展等，美育应该渗透在孩子的方方面面，从触觉、视觉、

听觉、嗅觉甚至味觉，五感并举让孩子感受日常生活中最细小最平常的“美”，帮助孩子发掘未曾感受

的美育，家长同时进行有意识地进行引导。 
孩子的天性充满了好奇，家长应耐心地回答孩子的每一个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时将有关问

题引向美育，在一问一答中，满足孩子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心，并在潜移默化之中，提高孩子美育认知。

当孩子对某一样艺术领域展示兴趣时，家长更应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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