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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EM模型的高校书院制建设初期
学生满意度实证分析

——以 Y 学院为例

叶　璐 1　杨华琼 2　李晓帆 2

（1.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2. 重庆移通学院，重庆 401520）

摘要：书院制在高校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践和广泛关注，其核心理念在于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强化通识教育和全面培养，促进师生

互动，实现三全育人，激发学生自主成长。虽取得一定育人成效，但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少高校处于书院制建设初期阶段，研究此阶段

学生对书院制建设的满意度，符合书院发展的内在诉求。通过文献梳理，以 Y 学院 852 个学生为样本，选择了 18 个可能影响书院制建设

学生满意度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将指标分为 4 个维度，即书院环境、书院师资、书院活动以及学生满意与忠诚。通过 SEM（结构方

程模型）验证了高校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书院环境、书院活动对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与忠诚有直接

的正向影响，书院师资对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与忠诚有间接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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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意见》，其中第一条（严格教育教学管理）中第八点（加强

学生管理和服务）中强调积极推动高校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开

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配齐配强学业导

师、心理辅导教师、校医等，建设师生交流活动专门场所。在这种背

景下，全国高校都力图在学生管理体制上寻求突破，适应中国本土需

求的书院制应运而生。就目前而言，书院制是一种新的教育管理制度

的尝试，中国现行的书院制基本是在结合中国古代书院和欧美书院制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育人特色及各高校的育人理念而成。

Y 学院作为 A 市首家实行书院制改革的高校，在“社区共享

与朋辈互动新圈层”的定义下，认为书院是传统教育阵地赋予现

代教育内涵的创新育人机制，是学校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全

天候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举措。书院作为社区化、交互性、共

享式的育人平台支撑学校“信息产业商学院”办学愿景，依托家

文化和领导力双核驱动，促进实践育人、文化育人、服务育人、

环境育人质量提升，为学生创造社区共享与朋辈互动的新圈层。

虽取得一定育人成效，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文以提高学

生满意度为目标，以 Y 学院为例，对书院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及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了解学生对书院制建设的感受及意

见，完善书院制建设路径。

一、Y 学院书院育人模式

（一）书院制建设的目标

建立“书院 + 学院”双院制人才培养模式，重构学生领导力

培训体系，重视学生素质和情商，能力，培养学生成为“完整”的人，

毕业后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未来的领导者。

（二）书院制建设的主要内涵

1. 便捷温馨的学习生活服务体系

一是形成独特文化。每个书院根据自身设计时的特点，由学

生创造出自身的主题院训、院徽、院歌等，并且将学生活动产生

的各类作品、照片等成果在规定区域进行展示，形成亚文化。

二是健全服务设施。如阅览室、信息室、自习室、健身房、

咖啡屋、排练厅、谈心室、浴室、专用厨房等基本的生活设施，

为学生在学习上、兴趣上、身体锻炼上满足基本的需要，形成温

馨的生活氛围。

2. 专业教师及朋辈帮扶的学业辅导体系

建立顺畅的书院与学院的沟通交流机制。书院定期向学院报

送学生学习与发展状况分析报告，建立“书院 + 学院”的双院制

学业辅导体系。专门的学业导师会通过不定期的专业发展教育、

不同学习阶段的专业学习方法教育，定期的书院值班，针对个别

学生的作业、论文、学习困惑等方面答疑，长期与学生亲密接触，

密切指引。朋辈帮扶主要有指定书院内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作

为低年级学生导师，可以通过自身学习经验引导学生，更丰富的

知识指导学生；班团则以寝室为单位，组织学生之间的帮扶，如

宿舍内成绩优秀学生在期末考试前组织全宿舍同学进行集体复习，

讲解重点难点。

3. 特色鲜明的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体系

一是系统化结构，构建层次丰富、能力培养目标明确的实践

课程体系。

二是系统化第二课堂。系统化内容，与第一课堂相衔接、相

匹配、相补充、相融合，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培养能力、积累

经验的实践课程体系。

4. 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我管理体系

一是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党员在书院管理与服务当中的

独特作用。二是学生民主管理机制建设，选择部分学生作为书院

院长助理，积极听取其意见和建议，充分参与书院各项建设过程。

三是书院、学院、宿舍管理学生干部有机结合，依托“完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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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我管理。

二、书院制建设学生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

（一）结构方程模型概述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 SEM）是一

个包括一组自变量和一个或更多因变量的定量模型。它是一种实

证分析模型方法，通过寻找变量间内在的结构关系验证某种结构

关系或模型的假设是否合理、模型是否正确，并且如果模型存在

问题，可以指出如何修改。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将测量与分析整合为一的计量研究技术，

其分析步骤为：首先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界定测量模型

和结构模型，其次进行测量抽样调查和模型参数的辨别，第三

进行模型适配判断；如果判断结果不适配，则确定是否要进行

修正，若修正，则重新开始界定测量模型，若不修正则直接进

行结果解释与讨论；如果模型适配，则直接进行最终结果的解

释与讨论。

（二）学生对书院制建设满意度评价的结构模型

通过文献研究，结合书院制建设的主要内涵，最终确定选取

学生满意度评价的 4 个维度作为调研指标，即书院环境、书院师资、

书院活动以及学生满意与忠诚。

在该假设模型中，书院环境、书院师资、书院活动以及学生

满意与忠诚 4 个维度为内生潜在变量。据此提出本模型的三个假

设：

H1：书院环境对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与忠诚有显著影响，

即书院环境越好，则学生对书院制建设的满意与忠诚度越高。

H2：书院师资对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与忠诚有显著影响，

即书院师资力量越强，则学生对书院制建设的满意与忠诚度越高。

H3：书院活动对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与忠诚有显著影响，

即书院活动满意度越高，则学生对书院制建设的满意与忠诚越高。

（三）书院制建设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标变量表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不能准确、直接测量的变量称为潜变量，

需要通过外显指标间接地去测量。该模型中书院建设初期学生满

意度的四个维度由相应的外显指标展开测量。依据评价指标的可

操作性和导向性原则，最终确定 4 个潜变量（即一级指标）18 个

显变量（即二级指标），形成的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评价

指标体系变量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变量表

潜变量 显变量

书院环境

书院整体环境满意程度 A1

书院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满意程度 A2

书院宿舍环境满意程度 A3

书院里学生的安全环境满意程度 A4

书院功能房和活动室的使用频率满意程度 A5

书院所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 A6

书院师资

书院师资力量满意程度 B1

书院学业导师的满意程度 B2

学校对书院的资金支持力度 B3

书院导师所传授的知识满意程度 B4

书院活动

书院活动信息及时性满意程度 C1

书院活动质量的满意程度 C2

书院活动安排的合理性程度 C3

书院举办的各类课外活动满意程度 C4

学生满意与

忠诚

书院对学生承诺服务完成情况的满意程度 D1

书院制建设初期整体的满意程度 D2

与预期相比超越程度 D3

因书院制而向他人推荐母校意愿 D4

三、Y 学院学生对书院制建设满意度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根据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变量表编制“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调查问卷，用于进一步验证评

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测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的重要性。

问卷指标的分值设置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5 级量表计分，

由 1“非常不满意”到 5“非常满意”进行设置。

（二）描述性统计

调研对象为 Y 学院学生，为确保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问卷调查涉及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式进行，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问卷进行调查，所有问卷共收集 852

份，调查对象的书院涵盖爱莲书院、鱼城书院、廊桥书院、汇江书院、

花果书院、别都书院以及北山书院，调查的层次和实施的范围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次调研中，从学生所在的书院分布看，爱莲书院的学生

123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14.44%，鱼城书院的学生 36 人，占总

样本人数的 4.23%，廊桥书院的学生 138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16.20%，汇江书院的学生 15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1.76%，花果

书院的学生 105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12.32%，别都书院的学生

249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29.23%，北山书院的学生 186 人，占总

样本人数的 21.83%；从性别看，男生 309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36.27%，女生 543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63.73%；从学生所在的

年级分布看，大一的学生 150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17.61%，大

二的学生 279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32.75%，大三的学生 312 人，

占总样本人数的 36.62%，大四的学生 111 人，占总样本人数的

13.03%。详见表 2。

表 2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描述统计

书院 频数 百分比

爱莲书院 123 14.44%

鱼城书院 36 4.23%

廊桥书院 138 16.20%

汇江书院 1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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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书院 105 12.32%

别都书院 249 29.23%

北山书院 186 21.83%

合计 852 100.0%

性别 频数 百分比

男 309 36.27%

女 543 63.73%

合计 852 100.0%

年级 频数 百分比

大一 150 17.61%

大二 279 32.75%

大三 312 36.62%

大四 111 13.03%

合计 852 100.0%

（三）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研究对调查结果采用 Cronbach α 信度系数（即内部一致

性信度）的大小来衡量有效问卷的信度水平，将 852 份有效问

卷的数据在问卷星平台进行在线 SPSS 信度分析，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调查问卷的 Cronbach α 信度分析 

名称 Cronbach α 系数

A1 0.968

A2 0.968

A3 0.968

A4 0.968

A5 0.969

A6 0.967

B1 0.967

B2 0.968

B3 0.968

B4 0.967

C1 0.967

C2 0.967

C3 0.967

C4 0.967

D1 0.967

D2 0.968

D3 0.969

D4 0.972

项数：18 项；样本量：852；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0.971

由表 3 可知，整体问卷和问卷中的各变量的 Cronbachα 信度

系数均大于 0.8，各项均满足 Cronbach α 值﹥ 0.7，可以判断 Y 学

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调查问卷的总体量表和各变量分量

表可信度较好，说明所制定的问卷信度理想，各项目之间具有良

好的内在一致性，可信度较高。

2. 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 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

生满意度问卷的效度分析。为了考察研究样本采集的充足度（KMO）

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对题项变量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调查问卷的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KMO 值 0.964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210.361

df 153

p 值 0

一般认为如果 KMO 值高于 0.8，则说明效度好；如果此值介

于 0.7~0.8 之间，则说明效度较好；如果此值介于 0.6~0.7，则说

明效度一般；如果此值小于 0.6，说明效度较差。除此之外，需要

通过 Bartlett 检验（即对应 p 值需要小于 0.05）。由表 4 的数据结

果可见，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问卷的样本数据 KMO

度量值达到 0.964，同时 Bartlett 球型检验的概率值 p 也达到显著

性标准（p=0.000 ＜ 0.001），说明本研究得到的问卷调查数据很

适合作因子分析。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和修正了 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

期学生满意度模型。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 5。模型修正后

的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为 2.324，模型适配良好；拟合优度指标

GFI 为 0.918，大于 0.9；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为 0.068，小于

最高上限 0.1；残差均方根 RMR 为 0.022，小于 0.05；比较拟合指

数 CFI 为 0.975，大于 0.9；非规范拟合指数 NFI 为 0.958 大于 0.9。

总体说，经过反复修正，修正后模型拟合较好。验证结果说明，Y

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具有 4 个维度，很好地验证了探索性

分析提出的 4 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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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测算模型的拟合度指数

拟合统计值 初次模型拟合值 修正后模型拟合值 判断标准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4.679 2.324 <3

GFI 0.794 0.918 >0.9

RMSEA 0.114 0.068 <0.10

RMR 0.030 0.022 <0.05

CFI 0.909 0.975 >0.9

NFI 0.887 0.958 >0.9

NNFI 0.892 0.968 >0.9

（五）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根据信效度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满足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的基本要求，结合问卷确定 4 个潜变量和 18 个显变量，借助问卷

星在线 SPSS 软件构建 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的结构方

程模型图，对模型进行计算，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是否匹配。

图 1　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在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修正指标的提示，综合

考虑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和修正指标，对模型加以修正，

修正后的 Y 学院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

图如图 1 所示，适配指标统计检验量、拟合指数的适配标准、检

验结果数据和模型适配判断如表 6 所示。



0052022 年第 4 卷第 14 期 教学创新

表 6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摘要表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判断

p >0.05 0 是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3 2.282 是

GFI >0.9 0.918 是

RMSEA <0.10 0.067 是

RMR <0.05 0.023 是

CFI >0.9 0.975 是

NFI >0.9 0.957 是

NNFI >0.9 0.969 是

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分析结果见表 7。表 7 所显示的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后的回归系数。

表 7　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模型 路径关系 SE z p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构模型

书院环境 → 学生满意与忠诚 0.061 8.165 0 0.505

书院师资 → 书院环境 0.055 16.295 0 0.882

书院活动 → 学生满意与忠诚 0.055 8.557 0 0.52

测量模型

A1 → 书院环境 - - - 0.896

A2 → 书院环境 0.045 21.891 0 0.884

A3 → 书院环境 0.049 19.769 0 0.843

A5 → 书院环境 0.06 16.817 0 0.773

B1 → 书院师资 0.053 20.539 0 0.918

B2 → 书院师资 - - - 0.836

B4 → 书院师资 0.056 19.732 0 0.897

C2 → 书院活动 0.039 26.507 0 0.906

C3 → 书院活动 0.035 28.486 0 0.927

C4 → 书院活动 - - - 0.932

D2 → 学生满意与忠诚 0.056 17.101 0 0.839

D3 → 学生满意与忠诚 0.069 13.749 0 0.721

D4 → 学生满意与忠诚 0.082 10.6 0 0.588

备注：→表示测量关系

（六）研究结论

结合图 1 和表 7 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共提出三条研究

假设，其中在实际模型运行过程中书院师资对学生满意度未能形

成直接影响，而是书院师资通过书院环境间接影响学生满意度。

因此三条假设中研究结果不支持假设 H2，即书院师资对书院制建

设初期学生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他假设均成立。具体如下：

第一，书院环境对于学生满意与忠诚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

数值为 0.505>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z=8.165，

p=0.000<0.01），因而说明书院环境会对学生满意与忠诚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H1 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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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院师资对于书院环境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为 0.882>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z=16.295，

p=0.000<0.01），因而说明书院师资会对书院环境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关系，而是书院师资通过书院环境对学生满意与忠诚产生间

接的正向影响。

第三，书院活动对于学生满意与忠诚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

数值为 0.520>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z=8.557，

p=0.000<0.01），因而说明书院活动会对学生满意与忠诚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H3 假设成立。

四、高校书院制建设初期学生满意度提升的相关建议

（一）探索本土化模式，提升学生整体满意度

高校实行书院制基本参考借鉴国内外建设较完善的高校书院

模式，但是每个高校的校风、校情不一样，意味着实行书院制不

可能照搬照抄国内外的成功典型案例。在书院建设过程中，要根

据本校情况探索本土化的书院模式，贴近本校学生发展需求，提

升学生对书院的整体满意度。

（二）增强双向互动，提升师资力量满意度

书院导师是书院成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连接书院和

学院的重要桥梁。学生对书院师资力量的满意度制约着学生对书

院的满意度。为深化书院育人功能，促进“共建、共育、共享”

的教育管理服务模式建立，推动书院工作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

建设，使商科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完满教育有机融合、

协同发展，优化学校教学资源配置，积极推进学业导师入驻书院

工作，拓宽导师对书院建设的参与度，增强书院师生互动，实现

育人功能“1+1 ＞ 2”。

（三）推动特色文化活动，提升书院活动满意度

培育书院的特色文化，为学生全方位发展提供更多的教育资

源。由于国内书院建设历史较短，因此不少高校的书院仍然以传

统学生管理模式为主，使书院的独特性不够鲜明，书院文化建设

缺乏制度化保障。书院特色文化应成为各高校书院建设的重点，

应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需求和育人目标定位

书院特色。

构建书院良好的特色文化公共空间，组织丰富的拓展活动，

包括学术讲座、读书沙龙、文化考察、科创项目、志愿服务等，

亦可在书院开展特色职业生涯教育，强化不同专业学生对未来特

定职业的认同。班集体活动和党团建设活动、游学、研学活动等

都可以纳入书院公共空间领域。当前一些院校的书院活动存在的

问题是持续性不强，临时性或短期运行的活动较多，影响学生的

参与度和教育作用的持续发挥。需要在书院建设规划层面设计相

应的活动学分，以学生参与书院运行管理的形式，使学生以书院

主人的身份参与书院活动，从而增强学生参与书院文化建设的自

觉性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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