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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方面的问题，通过调查问卷，以西安交通大学在校研究生为对象进行了研

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分析、统计了不同学历层次、学科、年级的研究生学习满意度基本状况。调查结

果表明：在校研究生对学校整体满意度较高；博士生的总体满意度高于硕士生。通过调查研究生课程体

系设置、国际交流以及学校硬件设施的满意度仍有待提高的问题。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

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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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对在

校研究生对本校研究生教育服务与其学习情况满意度的调查，不仅可了解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明确学生

在校学习的态度和倾向，同时，也反映出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成果和问题，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

断提高，教育服务的改进与完善，以达到学生受益、学校发展的双赢局面。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于 2015 年展开在全校在校研究生中的满意度调查，调查对象为全体在校研

究生。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852 份，其中研一学生 1029 份，研二学生 686 份，研三学生 282 份，

博士生共计 584 份。学生专业分布方面，人文社科类占比 5%，管理类占 5%，理学类占 10%，医学类

占 19%，工学类占 61%。总体上，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专业分布都较为符合西安交大整体研究生的分

布状况。 

调查问卷共包含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期望值（2 道问题），旨在了解学生对学校所提供的教育

服务的总体期望值以及对学校可能提供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研究生教育服务的预期；第二部分是个人学

习满意度评价（12 道问题），包括对学习动机、学习投入以及学习的自我效能三方面的评价；第三部分

是对学校教学及管理满意度评价（24 道问题），包括对课程、导师指导、学术交流、管理模式、国际交

流以及创新意识培养六个方面的评价；第四部分是对学风建设的评价（5 道问题）；第五部分是对硬件

设施条件的评价（6 道问题）；第六部分是对总体满意度的评价（2 道问题）；第七部分为开放性问题，

旨在统计研究生对培养过程涉及到的问题的意见与建议。 

二、调查结果 

1、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期望值调查 

（1）对研究生教育服务的总体期望 

对于全体在校研究生的调查发现，85%的研究生对于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期望为“高”或“非常高”，

可见大部分学生的总体期望值都较高（见图 1）。 



 

图 1 对研究生教育提供教育服务的总体期望（单位%） 

而从表 1 可知，分学科门类统计，各学科学生对所提供教育服务的总体期望都较高，学科之间并不

存在明显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学研究生的期望值占“低”及“非常低”的比例（2.9%）明显高于其他

学科。 

表 1 分学科门类学生对于学校教育服务的总体期望 

 人文 理学 工学 医学 管理 

非常高 29.1% 18.5% 24.7% 27.3% 27.2% 

高 57.5% 65.4% 60.6% 55.7% 58.1% 

一般 12.8% 14.8% 14.1% 15.8% 11.6% 

低 0.7% 0.8% 0.6% 0.8% 2.2% 

非常低 / 0.4% 0.3% 0.2% 0.7% 

（2）对可能提供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研究生教育服务的期望 

从图 2 可见，72%的学生对于个性化的服务期望值较高，这个比例略低于对教育服务的总体期望。

可能是由于学生本身对于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较低，另一方面可能是学生基于以往经验，对此的期待值相

应降低。 

 

图 2 对可能提供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研究生教育服务的期望（单位%） 

2、研究生个人学习的满意度调查 

（1）对学习动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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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感兴趣与否是学生求学的动机之一，从表 2 可见，74%的研究生对于所学专业是比较感兴趣

的，其中，博士的比例（84%）高于硕士（71%）。而对于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满足感”一题的调查可知，

博士获得满足感的百分比（79%）高于硕士（70%）。 

表 2 研究生对专业感兴趣情况统计表 

图 3 反映了研究生整体读研原因倾向，其中，“学习为了获得一份好工作”得到了 78%受访学生的认

可，“读研是为了获得文凭”获得了 35%的认可度，也有19%的受访学生同意是“出于外人的期望才读研”。 

 

图 3 研究生读研原因调查 

（2）学习投入程度与自我效能感  

对于学习的投入程度与自我效能感是衡量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效果的重要指标。在学习投入程度调查

中，共统计了三个指标，分别是：“自主学习程度”、“出勤及课堂参与程度”和“课余有效学习时间”，结

果见表 3。 

表 3 研究生学习投入程度调查 

 
学习中能够自主学习 出勤率高，主动参与课堂 课余投入较多有效学习时间 

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硕士生 

非常同意 28% 20% 36% 35% 23% 17% 

同意 57% 54% 52% 51% 51% 44% 

一般 14% 24% 11% 13% 24% 35% 

不同意 1% 2% 1% 2% 2% 4% 

非常不同意 / / / / / 1% 

博士生与硕士生的出勤率与课堂参与程度基本无差异，普遍较高；博士生的自主学习程度（85%）

及利用课余有效时间学习程度（74%），较之硕士生高出 11%和 13%。 

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测量指标包括：“认为自己的学习是有效率的”、“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

 博士生 硕士生 总体 

非常同意 29% 17% 20% 

同意 55% 54% 54% 

一般 15% 26% 23% 

不同意 1% 2% 2% 

非常不同意 / 1% 1% 



较难专业知识”、“对学习任务和科研任务的完成比较满意”和“总体对于自己的学习满意”。通过对这四个

指标分学科统计显示，偏人文管理类的学生自我效能感略高于理科与工科类学生。而且通过对分年级学

生学习效率与总体满意度指标的统计得知，研三的学生（67%、57%）高于研一（63%、46%）与研二

学生（61%、45%）。 

3、研究生对学校教学及管理的满意度调查 

（1）课程满意度 

这一部分的 7 道题目分别考察分年级学生对于研究生课程整体、培养计划、课程设置、讲座设置、

学分设置、论文写作类课程和研究方法类课程的认可程度。 

绝大部分研究生都认为开设论文写作和研究方法类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只有 65%的学生认为目

前前沿讲座与学分设置比较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研究生课程整体对科研有很大帮助”、“对专业

培养计划非常满意”和“本专业课程设置合理”三道题目的统计显示，研究生总体认可程度均为超未半数，

分别为 49%、42%和 46%，硕士生的认可度更低，分别为 48%、41%和 44%。分硕士年级统计（见图 4），

二年级学生对于课程的认可程度最低，出现了“研二塌陷”现象。整体来看，学生倾向于认为课程设置并

不十分令人满意。 

 

图 4 分年级硕士学生对于课程满意度调查 

分学科门类统计结果（见图 5）显示，文科生对于课程设置整体满意度较高，医科次之，理工类和

管科学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图 5 分门类研究生对于课程满意程度调查 

（2）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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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导师满意度调查共包括 5 道题，其中对“导师学术水平”和“导师专业学术指导”的满意度各年级

均在 90%以上；对于“导师指导学生人数”和“开展课题数量质量”的整体满意度较低，在 83%和 84%，对

于“导师指导毕业论文”满意度居中。分专业统计时发现，除工科外，其他专业学生各项满意度都在 90%

以上，而接近 20%的工科同学在“导师指导毕业论文”、“导师指导学生人数”以及“开展课题数量质量”方

面未选择“满意”或“非常满意”。 

（3）对学术交流的满意度 

该部分调查的是与科研团队的互动与合作，题目是“与所在团队的人际关系”“团队内解决问题时相

互合作”“团队成员间直接的沟通交流和学术讨论”，博士生与硕士生在这三项上的满意度基本没有差异，

80%以上的学生对“所在团队人际关系”表示满意，其中，文科生的的满意度最高，达到 89%。  

（4）对研究生管理模式的满意度 

这一部分是通过对“学校提供的科研训练和开展的学术活动”“学校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学校对学

科建设的重视程度”“学校与毕业相关的规定”的满意度展开调查的。总体上，这 4 道题的总体满意度分

别是 65%、41%、61%和 6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部分学生选择“一般”的比例远大于其他题目，例

如“学校的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的满意度调查中，约一半的同学选择了中立项。 

从图 6 中可见，管理学科学生除对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相对较满意外，对其他三项的满意度都比较

低，文科学生则尤其认为应加强对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 

 
图 6 分学科研究生对于管理模式满意度统计 

（5）国际交流的满意度 

受访学生对于“学校所提供的对外访学机会”、“学校所提供德国外科研资料数量和质量”以及“学校开

展的国际交流活动”的满意度分别为 53%、63%和 64%。对比硕士生与博士生对于对外访学的满意度统

计可发现，博士生的满意度（62%）要高于硕士生（52%）。分学科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国外科研资

料与国际交流活动的满意度差别不大，其中偏人文类学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理工类高于其他三个门类

6%左右。 

（6）创新意识 

通过对“研究生课程可以提高创新能力”、“导师的帮助可以提高创新能力”、“学校和学院经常组织培

养提升创新能力的活动”以及“通过学习，现实中解决问题能力有所提升”四个方面认同度的调查发现，

学生普遍认为导师帮助能够提升创新能力，而对于研究生课程可以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学校和学院组织提

升创新能力活动的认同度较低。分学科统计后发现，各学科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4、研究生对学风建设的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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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风学风是学校软实力体现之一，也对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学校声誉有重要意义。在本次调查中，

87%的同学认为学校校风整体较好，86%认为学校整体学风较好，83%认为学校整体学习态度和积极性

较好，82%认为学校学术道德建设较好，75%认为学位学校整体课堂教学氛围较好。 

对认同度最低的“整体课堂教学氛围”做分学科门类统计后发现（见表 4），文科同学认同度最好，为

81%，理科最低，为 72%。 

表 4 分学科研究生对整体课堂教学气氛认同度统计 

觉得学校整体的课堂教学氛围 

 文 理 工 医 管 

很好 38% 26% 25% 28% 32% 

较好 43% 46% 50% 49% 46% 

一般 11% 23% 23% 21% 18% 

较差 1% 4% 2% 2% 1% 

很差 0% 1% 1% 1% 1% 

5、研究生对学习设施条件的满意度调查 

对于图书馆资料，约 70%的学生表示基本满意；对于教研室的设施及条件，61%表示满意，15%表

示不满意；对于自习室资源 48%表示满意，20%表示不满意；对于实验室设备和条件 53%表示满意，14%

表示不满意。对于学校的网络建设，仅有 39%的学生表示满意，不满意度达到 33%。分门类统计，工科

对于教研室的设施满意度（62%）是最高的，其与学科在 50%左右，而文科、理科和管理对于自习室资

源的满意率分别为 44%、45%和 44%，低于工科（49%）和医学（49%）。 

6、研究生总体满意度调查 

这一部分包括 2 道题目，分别是“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我对学校提供的各项教育服务总体满意度”，

和“与期望相比，我对学校提供的各项教育服务总体满意度”。第一题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74%，有 2%的

学生表示不满意，第二题的总体满意度为 63%，7%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分学科门类来看（见图 7），各学科考虑期望后，总体满意度都有所下降，其中工科管理与医学的

满意度下降较大。 

 

图 7 分学科总体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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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研究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这部分调查为开放性问题，在回答“目前学校设置的研究生培养必修环节你认为是否合理？你认为

在培养环节中还应该加入哪些环节？”这一题时，有较大比例学生认为应该加大学术活动所占比例，增

加学术交流，并且增加一些创新型课程以及文献检索等有助于基础科研的课程。也有学生提出应增加社

会实践、专业实践的机会。 

在回答“目前学校对博士生实行中期考核，你认为你所在学院中期考核具体方式是否得当？”一题时，

大部分同学还是认可这种方式的，但也有博士生认为不应将中期考核作为唯一标准，也应该根据课题的

难易进行评定，降低学习成绩所占比例。同时，在统计发表论文时，应纳入影响因子进行综合考量，不

应以数量为绝对考核标准。 

三、结果分析及建议 

1、合理进行学科专业布局，优化学科结构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遵循教育

规律，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

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而对于学校的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有一半学生选择了“一般满意”，

因此，学校应该将学科授权点建设与学科建设紧密集合，充分利用“高端人才红利”，做好学术学位与专

业学位授权点布局的顶层设计。 

2、激发引导研究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与学习效能 

调查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硕士生对所学专业兴趣不是很大，或认为自己学习主动性并不太强。因此，

学校应该做好理念引导、课程引导、学习规划等方面工作，同时还应在课程教学、科研实践、培养环节

设置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科研实践和创新力的培养。 

3、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加强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制定的指导 

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对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不满意或满意度一般。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制定个人

培养计划的依据。西安交通大学在 2013 年曾对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研讨及修订，

之后每年都做出动态调整。鉴于学生对于培养与课程方面较高的需求，建议根据不同学位类型制定培养

目标，为学术型与专业型人才分类制定培养方案并开设专业课程；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多开设一些前

沿性课程和学生需要的研究方法类课程；打破设置壁垒，实现跨学院选课；最后，导师作为学生的第一

责任人，应结合研究生特点做好指导工作。 

4、加强课程与实践相结合，将创新能力的培养与课程教学相结合 

学校应加强课堂理论与学生科研以及设计研究方案的内在联系，在教学方面投入更大精力，同时提

高课程教学与科研实践的整合度，以提高研究生对“课程对科研的帮助”的满意度。 

5、增加国际交流机会，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对于学校所提供的对外访学机会的满意度（53%）也是本次调查中满意度偏低的一项指标，尤其对



于硕士而言，应加大国家到学校层面的出国访问的资助力度，不应只依靠导师及课题组。同时，建议学

校开设出国辅导课程、开拓海外（境外）实践基地和合作平台，以更灵活的方式和政策推进短期访学交

流项目的实施，尤其做到优势学科博士生出国出境参加国际会议的全覆盖。 

6、加强网络、自习室、实验室等硬件学习资源条件建设 

学校的基础建设，尤其是网络建设一直是急需改善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网络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

学生上网的载体也越来越多，因此学生对于网络及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建议学校加快校园网

络建设的进程，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