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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视角下的辅修课程满意度调查与分析
——以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建英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学院，重庆 402160）

摘要：高等院校开设辅修课程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为确保辅修课程的顺利开展，不

断提高辅修课程的教学质量，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全校 2020 级所有参与辅修课学习的学生，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

900 余名学生，围绕课程开设、教学方式、学习效果等内容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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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改

变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精简和更新教学内容，减少必修课，增

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

动。2019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提出了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

面向人人的现代化教育理念。以大学生辅修课程满意度为切入点，

了解大学生辅修课程开展情况满意与否，发现辅修课程设置、课

时分配、学习情况等方面的问题，这对辅修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重庆水电职院从 2018 年开始，在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设置辅修模块，共涉及工商管理、会计信息管理、创

新创业、职场写作等 6 个文科类辅修模块，每个模块 4-6 门课程，

共计 30 多门辅修课程。学生可自由选择辅修模块，但确定了辅修

模块后，只能学习相应的辅修课程，这样让辅修的课程之间具有

一定的专业联系性，让学生对某个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

与认知。

二、研究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学院各专业增加辅修模块是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

重要途径也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辅修课程学习是学

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又一创新和尝试是鼓励学生更好

地自主学习、扩展学生知识面的重要举措，是合理利用学校

教育教学资源不断满足学生兴趣爱好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有利手段之一。辅修课程开设已成为

高校提高办学效益和社会效益并缓解在校生转专业压力和专

业冷热矛盾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达到提高学生

学习积极性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就业新竞

争力的作用。

（二）有利于提高辅修课程教学质量

我校辅修课程模块，各年级学生辅修学分达 8-10 个学分，是

学生拓展知识、增加技能、完成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

由于各方面原因导致部分辅修课程存在针对性不强；理论脱离实

际；教学内容整合度不够等问题。为提高辅修课程的教学质量，

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开展辅修课程满意度调查研究是提高辅修

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运用满意度视角，可以将学生心中的不满发

泄出来，并且通过调查也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辅修课程的

开设情况，有效地发现辅修课程开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

好地为学生服务。

（四）有利于辅修课程改革

通过此项目调查研究，让我们发现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亮点及

不足，促使老师们对学生个性化发展、教师专业化发展、课程思政、

课堂革命等内容进行反思或重构，从而为辅修课程的特色办学、

创新办学、实习实训等提供改革的思路。

三、数据分析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针对全校 2020 级所有参与辅修课学习的学生，2020

级学生总共 2000 余名学生，随机调查了 904 名学生。2020 级学生

2021 年上下两学期已全部修完辅修模块所有课程，对辅修课程的

感知具有全面性、及时性和真实性等特点，作为本次调研的样本，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二）调查的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围绕六大辅修模块在专业开设、辅修课程教学、

辅修教材选用、学生受益情况等方面共设计 17 个封闭式问题，1

个开放式问题，了解学生对辅修课程的满意程度及存在的问题。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 学生对辅修课程的满意度分析

从表 1 的学生评价可以看出，学生对学院各辅修模块开设的

4-6 门课程是比较满意的，83.62% 的同学表示开设的课程是自己想

学习的课程，所以在课程的开设上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学生的需求。

在学院增设辅修模块课程的学习上，92.25% 的同学表示支持，并且

认为辅修课程的学习可以增长知识，拓宽知识面和就业渠道，这也

迎合了学院开设辅修模块课程的初衷。为了不影响学生专业课的学

习，辅修课程主要集中于下午、晚上或周末，69.25% 的同学表示可

以选择到自己合适的时间，22.46% 的同学表示可以调节，也就是说

90% 以上的同学是可以选择到自己适合的课程。总之，针对辅修课

程的学习，学院在日常管理及课程安排方面得到大部分同学的肯定。

表 1 学生对辅修课程开设的满意状况

项目 选项 频次 占比 %

辅 修 模 块

开设的 4-6

门 课 程 的

满意程度

满意，是我想学习的课程 756 83.62

一般，没有什么感觉 114 12.61

不满意，需要重新开设其他课程 34 3.76

对 学 院 开

设 辅 修 模

块 课 程 所

持 有 的 态

度

支持，增长知识，拓宽知识面和就业面 834 92.25

无所谓，学校开设应该有学校的理由 41 4.54

不支持，与自己的专业相关太远，毫无

意义
2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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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修 课 程

的 开 课 时

间 你 的 满

意程度

满意，都能选到自己适合的时间 626 69.25

一般，能够调节 203 22.46

不满意，总是不如意的时间开课 75 8.29

2. 教学满意度调查分析

学生对教学满意度调查情况如表 2 所示。94.36% 的学生认为

辅修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其他文科课程，在语言表达、写作能力、

经济管理等方面有一定认知。92.59% 的学生认为通过辅修课程的

学习让自己找到了新的兴趣及人生方面，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有一

定的帮助。在课程学习方式中，有 36.73% 的课程采取全理论学习，

56.42% 的课程采取理论与实训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总体来说，对

辅修课程任课教师的满意度较高，90.38% 的学生表示满意，7.74%

表示一般，只有 1.88% 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辅修课程的开设对学生在复合型人才的培训有一定很大的帮

助，他们能够在个人能力素质方面有新的提高与认知，大部分课

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一年辅修课程的学习，

辅修课程的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学生满意率在 90% 以上，对

大部分学生输入了新知，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职业技能，对他们经

后的工作和学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表 2 教师教学满意度调查

项目 选项 频次 占比 %

通过辅修课程

的学习，给你

带来的好处

能够了解其他文科专业课程，在

语言表达，写作能力，经济管理

等方面有一定的认知

853 94.36

没有感觉 34 3.76

没有好处 17 1.88

学习辅修课程

后对你的影响

有帮助，让我找到了新的兴趣及

人生方向，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有

一定帮助

837 92.59

不清楚 40 4.42

没有影响 27 2.99

辅修课程的课

堂学习方式

全理论学习 332 36.73

理论与实训相结合 510 56.42

全实训 9 1

你对所选辅修

课程任课教师

的满意程度

满意 817 90.38

一般 70 7.74

不满意 17 1.88

3. 课程教学运行与管理方面

为有效地提高学生辅修课程教学质量，发现辅修课程在教学

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表 3 所示。从教学形式来看，辅修课程采

用线上网络平台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60.73% 的学生

表示赞同，但在收获方面，79.09% 的同学表示线下课堂学习收获

更大，所以在学时分配上，可加大线下课堂学习的比例，以提高

学生的满意度。目前所有辅修课程学习学生没有教材，主要以记

笔记的方式，通过调查发现 57.85% 的学生表示订购教材非常有必

要，学校可考虑学生情况及课程特点，为部分课程订购教材，以

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

表 3 课程教学运行与管理

项目 选项 频次 占比 %

你认为辅修课程学习采用

哪种方式更合理

全部线下课堂学习 256 28.32

一部分线下课程学习，

一部分网络平台学习
549 60.73

全部网络平台学习 99 10.95

你认为以下哪种学习方式

收获更大？

线下课堂学习 715 79.09

线上网络学习 189 20.91

你认为辅修课程有必要定

购教材吗？

有必要 523 57.85

无所谓 170 18.81

没必要 211 23.34

4. 辅修课程学习效果

辅修课程的主要学习方式 36.73% 的课堂采用全理论化的教

学；37.06% 的课堂采用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教学；只有 19.36%

的课堂用理论与实践相当的教学方式。看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

中，老师们还是主要采用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而通过调查发现

31.86% 的同学喜欢“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教学方式，25.22%

的学生喜欢“理论与实践相当”的学习方式，11.84% 的同学喜欢“实

践为主，理论为辅”的学习方式。总体来说，职业教育要偏向实

践教学，完全理论化的教学方式不太合适。

四、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 辅修课程满意率较高，能够增长专业外的知识，在培养复合

型人才，拓宽就业具有一定的帮助。通过调查发现 83.62% 的学生

对辅修课程的开设持满意的态度，并在学习效果方面 94.36% 的同

学表示能够了解其他文科专业课程，在语言表达，写作能力，经济

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提高，对辅修课程的开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2. 辅修课程教学方式单一，实践教学内容较少，线上学习效

果不理想。辅修课程理论教学学时占比太高，实践学时占比少，

不能很好地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专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足，

80% 左右的学生认为线下学习效果较好。

（二）思考与建议

1. 调整辅修模块专业课程及课程标准。结合社会需求与学生需

要，开设理论不强，实践形式丰富的课程。修订课程标准，设计适

宜学生的实践教学模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实践操作能力。

2.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完善更新教学

案例集。文科学习理论为较为枯燥，为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必须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富有深度、广度、

时代特色的教学案例深得学生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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