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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HP的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系的研究 
穆成银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省连云港市  222005） 

摘要：基于 AHP 确定课程、科研、实践、文化、心理、网络、管理、服务、资助和组织育人等育人要素的指标权重，分析各育
人要素在各年级的总权重，将新时代高校的育人指标和辅导员的九大职责相结合，通过辅导员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时代高校
“十大”育人体系中课程育人最重要，依次为网络、管理、组织、心理、实践、科研、服务和文化育人，最后为资助育人。在各年
级的育人权重上，新时代高校三年级所占总权重最大，依次为四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为新时代高校探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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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时代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其中最

关键的是对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系的研究，本文基于 AHP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的各育人要素研

究可以有效的分析“十大”育人的核心指标和核心竞争力，分析各

育人要素的内容，厘清各育人之间的关系，在各年级有方法有目标

的开展“十大”工作。 

二、AHP 的基本原理与步骤 
运用 AHP 建模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过程如下：第一步是建立

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第二步是构造判断矩阵；第三步计算各指标的

权重；第四步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步骤 1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在 AHP 方法中，本文的决策目标是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

系的研究，该层是最高层也成为目标层。具体分析课“十大”育人

的指标，该层是中间层也称为准则层。由于新时代高校在各个年级

开展不同的育人活动，对各育人要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该层是最

底层也称为方案层。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步骤 2 构造判断矩阵 

AHP 在构造判断矩阵中需要对两两元素进行比较，采用数字

1~9 及其倒数作为标度，最终得到判断矩阵 A，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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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主要对“十大”育人各育人要素进行两两比较，以及各育人

要素的不同年级的两两比较。 

 步骤 3 指标权重计算方法 

AHP 的计算方法有几何平均法、算术平均法、特征向量法以及

最小二乘法等[1]，本文使用算术平均法来近似地计算判断矩阵 A 中

各因素的权重的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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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W
表示权重向量，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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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又称为为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步骤 4 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AHP 在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过程中，可以有效的判断调查

对象在思维逻辑上是否有明显前后矛盾。在计算一致性的过程中，

需要计算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maxl
，一致性指标CI (consistency 

index)以及一致性比例CR (consistency radio)。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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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n 为 10 时， RI 指标为 1.49。当 10.0<CR 时，

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满足要求，所求出的指标权重是合适的，否

则应对判断矩阵进行修正。 

三、AHP 在“十大”育人中的应用 
基于 AHP 的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系的研究，要遵循思想

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

“十大”育人体系的研究能力和水平[2]。 

（一）新时代高校的育人指标 

在新时代高校的“十大”育人的指标中，具体可以分为 24 项

育人指标，新时代高校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激发课程、科研、实践、

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方面工作所承载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3]。新时代高校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对立德树人的

重要意义；二是要落实各育人机制建设，相互促进形成合力；三是

要准确地分析各育人要素的重点难点问题，以问题导向和育人目标

导向，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稳步提升。 

（二）辅导员九大职责指标 

辅导员的九大工作职责与新时代高校的“十大”育人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辅导员可以从大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等方面，在学生成长成才和健康生活的过程中，在辅导员

工作职责中找出核心与关键点[4]。在高校育人指标相同的条件下，

不同的辅导员的履行工作职责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不同，

同一辅导员对不同年级的工作重心不同，最终各项工作对大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整体育人成效的贡献度不尽相同。 

（三）基于 AHP 对“十大”育人的指标分析 

基于 AHP 的指标分析，需要结合新时代高校的 24 项育人指标

和辅导员的九大职责的工作进行分析，突出核心关键指标，有针对

性地对各育人要素进行两两对比，计算出各育人要素所占的权重，

对判断矩阵 A 进行一致性的检验，得出“十大”育人各要素的排

序，为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指出方向，为新时代高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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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十大”育人体系提供参考。 

根据专家打分，可以得到矩阵对角线的左下部分标度，通过倒

数的关系计算出对角线右上部分的标度，最后构造出判断矩阵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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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1）可以得到“十大”育人各育人要素的权重系数

如表 1，其中课程育人的权重最大，依次为网络、管理、组织、心

理、实践、科研、服务和文化育人，最后为资助育人。公式（2）、

（ 3 ）、（ 4） 得到 最大特 征根
10.668max =l

，一 致性指 标

0.074=CI 和 一 致 性 比 例 0.050=CR 。 由 于

10.0<CR ，该判断矩阵的符合一致性的要求。 

表 1 高校“十大”育人的判断矩阵 A 的权重系数 

育人要素 课程 网络 管理 组织 心理 实践 科研 服务 文化 资助 

权重值 W 0.291 0.117 0.102 0.092 0.088 0.080 0.067 0.066 0.059 0.038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四、新时代高校的“十大”育人各育人要素的分析 
新时代高校的“十大”育人体系涉及到学生成长与生活的方方

面面，每一个育人要素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应该得到充分的挖

掘，契合新时代大学生的四年时间表[5]。 

在课程育人中，要抓牢抓实思政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在

学校内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在科研育人中，要在科研管理制度设

计、学术诚信体系和创新平台与团队的建设上下功夫，尤其要注重

在学生的学术诚信体系的培养上下功夫。在实践育人中，要建立社

会实践长效机制、创新创业教育和精品项目建设。在文化育人中，

要注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和校园文化

建设上下功夫，做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网络育人中，要加快网络教育机制、网络平台的建设和网络成果

评价运用，促进学生争做网络文明人。在心理育人中，要持续地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完善预防干预体系的建设，保证学生的生命健

康，培养学生理性平和的生活状态。在管理育人中，要不断完善教

育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考核评价体系。在服务育人中，要确定服务

目标责任和开展专题教育活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在

资助育人中，要完善资助工作体系和开展资助教育活动，做好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育人工作。在组织育人中，要加强党组织的建

设和群团组织的建设,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开展高校党的建设

的重要抓手，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根本标

准,打通立德树人“最后一公里”。 

五、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的权重计算 
（一）各育人元素的权重计算 

在各育人核心元素的分析基础之上，根据实际对各育人要素在

各年级两两元素进行比较，得到判断矩阵 101 ~ BB
，根据 AHP

的计算步骤。以课程育人的权重计算为例，包括
62

4 =C
个问题，

可以得到矩阵对角线的左下部分标度，通过倒数的关系计算出对角

线右上部分的标度，最后构造出的课程育人判断矩阵 1B 。 

ú
ú
ú
ú

û

ù

ê
ê
ê
ê

ë

é

=

12/132

2133

2/13/111

2/13/111

1B  

根据公式（1）可以得到课程育人的各年级的权重系数依次为

0.141、0.141、455、0.263 ，公式（2）、（3）、（4）得到最大特征根

010.4max =l
， 一 致 性 指 标 0.003=CI 和 一 致 性 比 例

0.004=CR 。由于 10.0<CR ，该判断矩阵的符合一致性

的要求。根据以上计算的方法，可以得到“十大”育人各年级权重，

如表 2 所示。 

表 2 高校“十大”育人各年级的权重 

“十大”育人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λmax CI CR 

课程育人 0.141  0.141  0.455 0.263  4.010 0.003 0.004  

科研育人 0.097  0.165  0.399 0.339  4.153 0.051 0.057  

实践育人 0.092  0.161  0.353 0.394  4.177 0.059 0.066  

文化育人 0.069  0.290  0.450 0.191  4.046 0.015 0.017  

网络育人 0.088  0.158  0.272 0.482  4.015 0.005 0.005  

心理育人 0.267  0.083  0.154 0.496  4.010 0.003 0.004  

管理育人 0.477  0.128  0.138 0.256  4.010 0.003 0.004  

服务育人 0.351  0.109  0.351 0.189  4.010 0.003 0.004  

资助育人 0.479  0.268  0.135 0.118  4.183 0.061 0.069  

组织育人 0.477  0.158  0.138 0.226  4.197 0.066 0.074  

在“十大”育人过程中，各个年级的所占的权重不同，在一年

级的时候，管理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的权重最高；在三年级

的时候，课程育人、科研育人、文化育人的权重最高；在四年级的

时候，实践育人、网络育人和心理育人最高。其中服务育人在一年

级和三年级的时候同等重要。新时代高校在二年级的时候要做好各

项工作，实现平稳的过渡。 

（二）各年级的权重计算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年级对新时代高校的“十大”育人的影响，

需要计算合成权重。若在准则层包含 n 个因素 101 ~ BB
，其指标

权重值分别为 101 ~ ww
，如果方案层的某个因素对于 iB

的一致

性指标 iCI
，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为 iRI

，则方案层的总

排序一致性比例CR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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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其中当n 为 4 时， RI 指标为 0.89，

可以得到表 3。 

表 3 高校“十大”育人的的方案层计算数据 

育人

要素 
课程 科研 实践 文化 网络 心理 管理 服务 资助 组织 

权重

值 W
0.291 0.067 0.080 0.059 0.117 0.088 0.102 0.066 0.038 0.092 

CI 0.003 0.051 0.059 0.015 0.005 0.003 0.003 0.003 0.061 0.066 

RI 0.89 0.89 0.89 0.89 0.89 0.89 0.89 0.89 0.8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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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动，会沉溺网络，导致个人的学习生活陷入停滞和混乱，这就

需要一种思想引导，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而不是纠正他

们的错误价值观，直接要求其建立统一的社会期待的价值观，这样

其实不利于发挥思想政治的引导功能，也是今后需要不断改进和探

索的地方 1。 

最后，辅导员在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存在比较特

殊的地位，在实践中，辅导员是大学生进入党组织的重要桥梁，辅

导员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态度进行审核的

重要职责。因此，在具体工作中，辅导员也要对这一职责具备比较

清晰的认识，对于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指出与

纠正，这不仅是我国大学生群体在思想领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

同时也是从初始阶段提升中国共产党组织纯洁度的重要手段。对于

个人教育、国家发展都具备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四、我国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诸多的问题，我们要充分了解这些问

题产生的原因，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同时要善于利用网络资源，

发挥新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帮助大学教师建立良好的思想政治

教育角色。 

当前在我国的大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首先是网络学习模式

缺失。这就是说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的建设还不均衡，很

多高校的网络教育平台内容单一，资源不丰富，导致创新力度不

够，难以吸引学生到网络平台上自主开展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果不佳，导致很多教师陷入了边缘课程的处境，难以获得学生的支

持和认同。校方喜欢借助国家的大政方针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要内容，但是这种对文件政策的原封不动地解读和传授实际上并不

能帮助学生理解这些政策背后的出发点，以及制定政策的初衷和意

义。学生带有很强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国家大政

方针，无法建立有效的师生互动，自然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主动性。其次有一部分高校在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是不到

位的，欠缺教育方法和模式的改革魄力，导致很多地方对网络思政

教育的重视度不够，无法将线下优秀的课程资源搬到线上，没有给

予网络思政教育应有的重视。对于教师来说长期在边缘地位教书，

自己也会丧失钻研科研的热情，会陷入舒适圈而不能自拔，对于自

己的专业素养提升难有动力，在做好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无法将自己

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让学生无法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无法对思

政教育有深入的理解。最后是高校的思政教育明显是与社会脱节

的，这就是说高校的思政教育还停留在象牙塔内的生活，无法发挥

思政教育的社会舆论导向。导致大学生在学习完课堂内容后遇到社

会发生的一些事件会陷入矛盾和混乱，不知所措，容易给错误的思

想理念可乘之机 2。 

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大力变革，要提供师资锻炼和

培训的机会，派遣教师外出学习和提高专业素质，另一方面要大力

投入网络思政教育平台的建设，将优质的教育资源放置到线上，给

学生创造随时随地可以自主学习的机会。现在的网络世界已经基本

上消除了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界限，如果可以将二者紧密结合起

来，就会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和视野去思考和反思价值观念的正确与

否。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活，要不断创新网络思政教育的方法，

重视意见反馈，将学生们学习中的意见和建议收集起来，及时改正

和修缮，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结语 
总而言之，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不容易，要结合学

生的需求，也要联系时代背景的网络环境，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培

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作用，就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尽力找到最合适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积极

的价值观念，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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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5），可以求得 022.0=CR ，由于 10.0<CR ，

该方案层总排序符合一致性的要求。可以求得各年级在高校“十大”

育人中的总权重，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年级在高校“十大”育人中的总权重 

“十大”育人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权重 0.227  0.153  0.314  0.306  

由表可知，“十大”育人在三年级的总权重最大，依次为四年

级、一年级，二年级的总权重最小。 

六、结论 
基于 AHP 对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系中各育人要素的指标

进行权重计算和分析,贯穿新时代大学生的全过程，结合新时代高校

的育人指标和辅导员的九大职责，深入地开展“十大”育人的工作，

可以发现新时代高校“十大”育人体系中课程育人最重要，依次为

网络、管理、组织、心理、实践、科研、服务和文化育人，最后为

资助育人。按照学生年级全方位的分析，新时代高校三年级所占总

权重最大，依次为四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为新时代高校探索提

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供支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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