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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的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
与发展路径研究

邹亚男1　宋著贺2　史晓华3

1.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中国·山东  烟台  265500；
2.山东建筑大学，中国·山东  济南  250101；
3.山东交通学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文章以不同层次的高校（公办专科、民办本科、公办本科）为研究目标， 以国家教育战略规划为指导，从“三全育
人”角度探寻大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以期对不同层次的高校大学生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 运用
DEMATE方法对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定性识别，并利用熵权法对各层次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系统
进行定量评价。

【关键词】三全育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影响因素
【课题】2020年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ZC202011084）；2020年度山东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

践研究课题（SSD-2020-034）。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样本选取山东省的3所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17
份，回收率为81.7％。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区
分不同性别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生类型(公办类专科、公办类本科
和民办类本科)等，使得本次抽样调查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具本
分布是：

性别结构：男性605 人，占74.05％；女性212 人，占
25.95％；学历结构：本科生461人，占56．4％；专科生200人，
占43．6％；学生类型：公办类学生426人，占52.1％；民办类学
生391人，占47．9％。

调查方法主要采用自编问卷对大学生进行调查。首先以开放
式调查的方法收集了大量有关大学生需要的问题条目。对收集回
来的问题条目进行归纳整理，编制成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分
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试者的背景信息，如性别、年级、家
庭住址、学历、学生类别(公办类专科、公办类本科和民办类本科)
等；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共有15个涉及大学生学习需要的问
题，每个问题后面附有不同量的选择答案，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
(学生可任选多项)，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个问
题做出自己的选择。

2　研究方法
随着“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提出，如何科学识别大学生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因素间的相互
影响关系，是促进大学生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
该文运用DEMATE方法和熵权法对三类大学生（公办类专科、公办
类本科和民办类本科）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
定量研究，结合两种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综合分析其影响因
素。其中，DEMATE是一种运用图论与矩阵论原理进行系统因素分
析的方法，是进行因素分析与识别的有效方法，其充分利用专家
的经验和知识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
因素涉及到管理、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影响，是上层建
筑范畴，受人的主观影响作用较大，因此，从定量的角度识别的
影响因素会存在偏差，而结合DEMATE方法的使用，首先提出问题，
确定影响因素，通过各个因素间相互关系的有无及强弱进行评价,
进而识别出最佳解决方案。本文试图从“三全育人”的角度探寻
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2.1 DEMATEL 模型构建
2.1.1 影响因素选取

高校作为国家教育的基础单元，其传统文化发展的优劣对国
家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育人”问题一直作为党
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政策制定也逐渐向高等教育倾斜，先后
提出三全育人和三教改革等一系列的教育规划方针，高等教育发
展战略更是从整体角度对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谋篇布局，通
过参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相关文件，提炼其核心要点，
基于山东省三类高校大学生传统文化发展现状，分别从大学生、
家庭、教师、学校、政府五个维度建立影响因素系统，并在遵循
可操作性、全面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原则的基础上选取大学
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子。

2.1.2 构建“三全育人”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相互影响关系矩阵

通过上述大学生学习与传承传统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选取，并基于当下传统文化传播途径的现
实基础，参考大量文献研究，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各影响
因素相互影响程度的等级区间设置如表1所示，通过采访式调查
法与专家评分法建立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24个影响因素之
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矩阵A，从而可分析每一个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
的相互影响关系。n 阶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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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 中， ijA 为影响因素 i 对影响因素 j 的影响作用



22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强度所对应的分数。
表1     乡村规划影响因素相互影响等级

2.1.3计算影响因素间的综合影响矩阵T

①将A的各行求和，设行和最大值为 maxA  ,将直接影响因

素矩阵A除以最大值，即 max/ AAG = ，以此规范化大学生传

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

②综合影响矩阵 ( ) aiajtGIGT =-= -1
，其中，I 为单

位矩阵, aiajt 表示因素 ia 对因素 ja 的直接影响程度。

2.1.4计算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和
被影响度

对矩阵T 中元素按行相加得到相应因子的影响度， iD 其表

示第j个影响因子对其他影响因子的综合影响程度大小;对矩阵T

中元素按列相加得到相应因子的被影响度 iR ，其表示第i 个影

响因素受其他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程度大小，影响度和被影响度
的计算公式为：

( )å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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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

中心度( iP )表示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某一影响因素在

所有因素中的位置及其所起作用的大小，其为系统因素的影响度
和被影响度相加得出，如果中心度越大，则表明该影响因素对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目标效益越强。原因度( iE )为系统因子的影响度

和被影响度相减得出，如果原因度 iE >0,则代表该影响因素对其

他因素有影响作用，称为原因因素。如果原因度 iE <0,则代表该

影响因子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大，称之为结果因素。计算公式为:

( )n  ,   1,2,i  L=+= iii DRP                （4）

( )n  ,   1,2,i  L=+= iii DRE                （5）

2.1.6建立笛卡尔坐标系

以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 iP ) 为

横坐标，原因度( iE )为纵坐标建立笛卡尔坐标系,标出各影响因

子在坐标系上的位置，形成影响因子分布图，从而分析各个因子
的重要性。

2.2文化传承与发展系统发展指数计算

2.2.1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由于熵值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人为因素的主观影响，故采

用熵值法计算文化传承与发展系统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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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j 项指标的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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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j 项指标的差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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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j 项指标的权重：

å=

= n

i i

i
j

d

d
W

1
                              （10）

2.2.2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指数
以“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系统的

第j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jW 与该指标某一年的标准化值 iQ 的乘积

作为该指标在这一年的发展指数，系统内所有指标得分求和即得
到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系统各影响层得分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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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3.1.1基于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的分析
通过公式(2)和公式(3)计算得出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影响因素系统的影响度D和被影响度R,再通过公式(4)和公式(5)
求得其中心度P和原因度E,并对中心度和原因度进行排序，结果
如表 3 所示。

表2      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

3.1.2基于中心度和原因度的分析
中心度越大则表明该因素对于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

推动作用越强，从5 个影响源层面来看，中心度排序为:教师>

得分区间 1 2 3 4

等级 无直接影响 有弱影响 中等影响 较强影响

影响因素 影响度D 被影响度R 中心度P 原因度E 中心度排序

1.196 1.175 2.452 -0.331 5

1.925 2.674 4.109 -0.749 3

2.458 1.943 4.401 -1.059 1

1.926 1.372 3.298 0.554 4

1.818 2.305 4.123 -0.487 2

学生个人

家庭

教师

学校

政府

（下转 2 2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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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学习情况，进行筛选，对于进入该班级的学生将强理论学

习，培养目标就是拿到该证书，成为行业翘楚。这就要求民办

院校对于这一类专业性较强并且对实践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班级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或者招聘注册会计师进行授课。

除此之外，对于有出国深造的同学给与相关的专业辅导。而对

于剩余的同学来说，就是为了毕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

在正常教学之余，对其其进行助理会计师考试的培训，使得这

些同学毕业之后能够有进入该行业的最低门槛，并且优于没有证

书的同学，从而在就业中提高竞争力。

3.4注重学生对现代先进知识的传授

这里所强调的现代先进知识主要是指包括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知识，这些知识无论对于工作、学习还是

生活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在获取与企业经营决策有关

的数据时，我们面临大量的相关和不相关数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

手段；财税机器人的出现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在财务

中的应用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都是学生未来一定会面临

的问题，因此，教师在上课期间一定要将其融入课堂，使学生

毕业后更好的适应社会，适应工作。

3.5注重税务会计方向的培养

现代先进知识对于基础会计从业人员的冲击较大，并且很多

基础性的简单工作可以代替会计人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更应该

培养无法被机器替代的专业会计人员，因此，应该开设税法，

税务筹划，纳税申报，审计实务等专业课程配合这一目标的实

现。同时针对这一类课程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实习实践岗位，

例如可以与工商税务部门合作，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具体的税

收过程，或者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让学生了解纳税筹划对于

企业的重要性，明白审计的具体流程，时间可以不长，但是应

该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各门学科在十几种的应用，也有助于未来就

业方向的选择。

3.6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的流动性大，对专业的长期发展有

不利影响，应该注重对于民办高校待遇等问题的关注，首先保

证人员流动性的降低。其次，应该多给民办高校教师外出交流

学习的机会，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方面的能力。还应该加强教师

进入企业挂职锻炼的实践，尤其是财会专业的教师，只有深入

企业才能知道目前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3.7增强民办院校办学的公益性和有效性

民办院校在高学费的驱使下，应该更好的协调教育资本的应

用，提高教育质量。这就要求民办院校在未来办学中发挥教师

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以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导力量，配合

学校进一步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学生。前提是，民办院校应

该给与教师足够的支持，包括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使得老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提升自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

利润，因此要求民办院校增强办学的公益性。这里还可以要求

各级政府配合，给与民办院校一定的政策扶持，使得民办院校

更加注重办学质量本身。

4　结语

2020-2021年我国有大批的独立院校转设成为民办院校，民

办院校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未来高等教育着重关注的问题。而财会

专业一直是教育部以及各单位重点关注的专业，是一门不断发展

的学科。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给会计带来影响的同时，

民办高校也应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调整

培养方向，适应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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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家庭>学校>学生个人。由此可见，教师是大学生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以日常授课、常识性灌输与推送对大
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原因度为正则表示其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大，而原因度为负则
表明其受其他因子的影响大，结合原因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原
因度大于0的因子有1个，是影响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实
施的原因因素，对其他因子影响较大，原因度小于0 的因子有
4个，是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实施的结果因素，受其他因
子的影响较大。

4　结论与讨论
目前，为培养复合型人才，许多高校都为学生开设了第二

专业的辅修班，不少学生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愿望。调查显

示，“个人兴趣爱好”、“适应新形势下人才素质的新要
求”、“为今后创造发展空间”、“弥补专业学习不足”等，
在学生参加辅修学习活动目的中，各占据了约百分之二十的比
例。这说明，在大学生热衷辅修的背后，表现出多样、分化
的学习目的。其中，在“为今后发展创造发展空间”一项上，
本、专科大学生出现了显著性差异，专科生更希望通过辅修来
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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