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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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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的教学运行策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式获取数据，通过分析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结合问卷数据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构建中医药高等院校学分制改革教

学运行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并基于此模型，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为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教育体系完善，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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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分制，作为教育模式的一种，其核心在于学生自主

选课，辅以教师指导，通过计算平均学分绩点及所获学分

总和，综合评估学生学习的质量（课程成绩）与数量（课

程总学分）。学分制与导师制、班级制并称为现代教育的

三大模式。学分制亦称完全学分制，1978 年教育部提出有

条件的学校可以试行学分制。1983 年，学分制由部分重点

大学扩大到非重点大学，1996 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高校实

行了学分制，但许多院校的学分制在某些意义上只是教学

学时的一种简单换算，实质上还是学年制。国内对完全学

分制教学管理改革更多局限在学分制的教学资源、选课制

度、导师制度、弹性学制、学分收费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或者某个方面。

1.	 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现状

中医药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院

校实行学分制，需结合中医学教育自身特点，探索出适合

中医药院校特有的模式。在学分制改革领域，陈鲁雁 [1] 提

出深化学分制改革是新时代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策略。袁广林 [2] 提出高校应当根

据学分制的本质要求，更新教育观念，扩大教学资源，完

善相关配套制度和设施，优化行动方案，使其成为全面提

升本科教学质量的有力手段。吴娟 [3] 提出应用型院校管理

者必须重视完善创新学分的内容体系、管理体系、保障体

系。朱涛等 [4] 构建与学分制相适应的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保

证体系，从完善组织与制度、优化管理系统、开展诊断与

改进和打造质量文化 4 个方面介绍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运

行方案。在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方面，张潍纤等 [5] 梳理

了云南中医药大学学分制改革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课程

改革、学生管理、教师培养、规章制度修订等方面，以期

为其他院校进行学分制改革提供借鉴。张余威等 [6] 分析高

等中医药院校以中医药文化化人的主要途径，提出推动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提升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质量。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尚在起步阶段，

许多理论尚不成熟。特别是针对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院校学

分制改革教学运行体系的构建，相关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通过统计分析揭

示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中

医药高等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

并基于此模型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分布情况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 对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

行情况展开分析 , 采取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形式 , 以学生、

任课教师、教学管理专家、督导专家、评估专家和企业用

人单位为调查对象 , 分层抽样并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问

卷 988 份 , 问卷回收率 98.8%。

使用 SPSS 25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 , 样本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问卷基本特征

变量 选项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492 49.8

女 496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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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学生 203 20.5

任课教师 199 20.1

教学管理专家 211 21.4

督导专家 128 13.0

评估专家 116 11.7

企业用人单位 131 13.3

调查样本中 , 女性占 50.2%，男性占 49.8%，男女分

布较均匀。从职业分布上看，学生占 20.5%，任课教师占

20.1%，教学管理专家占 21.4%，督导专家占 13.0%，评估

专家占 11.7%，企业用人单位占 13.3%，这表明样本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能够覆盖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的

各个层面 , 从而为相关研究和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2.2 量表信效度检验

本次测量工具为自编量表，如表 2 所示，它涵盖了五

个主要的维度，分别是“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分配”、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学

分制改革教学运行满意度”。这五个维度共同构成量表的

主体框架，并且在每个维度下都设有若干个具体的问题，

共计 17 个问题，用以全面评估和测量相关指标。

表 2 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862，意味着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较好，能够较可靠的测量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的

影响因素。

表 2	问卷数据信度检验分析

维度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课程设置 0.895 4

教学资源分配 0.882 4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0.855 4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0.884 4

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满意
度 0.846 1

量表整体 0.862 17

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构建效度。结果显示，

KMO 为 0.791，显著性为 0.000 小于 0.05，表明量表具有良

好的效度，能够准确测量中医药院校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

情况。综合信效度检验结果，本研究的量表在测量学分制

改革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方面是可靠和有效的。

表 3	问卷数据效度检验分析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9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6303.044

自由度 20

显著性 0.000

通过对 17 个选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各个题项的因子荷载

均大于 0.5，意味着量表的信度较好，其中四个主要因子分

别对应“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分配”、“专业人才培

养要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学分制改革教学运

行满意度”，这与预设结构一致，进一步验证了量表设计

的合理性。

表 4	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4 5

课程设置不合理，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0.943

课程更新速度慢，内容陈旧 0.765

教学资源分配不均，影响教学质量 0.835

资源配置不合理，向热门专业倾斜过多 0.820

学生不能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课 0.860

教学质量评价方式单一 0.872

专业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0.793

教师队伍建设不足，缺乏多样性 0.605

教学计划制定时缺乏学生反馈 0.913

学校财政支持不足，总体资源有限 0.868

对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关注不足 0.828

缺乏有效的学业规划指导 0.583

选修课比例偏低 0.721

课源紧张 0.620

学分制改革教学运行满意度 0.548

教学质量评价主体单一 0.862

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过于笼统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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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6 次迭代后已收敛。

2.3 问卷相关性分析

如表 5 所示，所列举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分配、专

业人才培养要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与学分制教学运行整

体满意度之间相关系数都是带有两颗星，证明变量之间都

是两两相关的，变量之间都是显示为正相关关系，为后期

影响因数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表 5	问卷数据相关性分析

维度 课程设置 教学资源分配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度

课程设置 1

教学资源分配 0.291** 1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0.627** 0.642** 1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0.374** 0.895** 0.861** 1

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度 0.261** 0.357** 0.126** 0.374** 1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2.4 问卷数据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好，R2=0.895>0.3, 意味

着本次的运算结果可以真实的反映出课程设置、教学资源

分配、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对学分制教

学运行整体满意度的影响情况。

图 1	模型摘要

四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关系，VIF 全部小于 5，从侧面证实了本次运算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图 2	模型系数

课程设置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

度（β=0.026>0,P<0.05）; 教学资源分配可以显著正向影响

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度（β=0.806>0,P<0.05）; 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度

（β=0.542>0,P<0.05）;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可以显著正向影

响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度（β=0.008>0,P<0.05）。

变量之间可以得出以下回归方程：学分制教学运行整

体满意度 =0.026* 课程设置 +0.806* 教学资源配置 +0.542*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0.008*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1.561。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在对模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发现不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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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分制教学运行整体满意度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是有所差

异的。具体来说，教学资源分配这一因素的影响显得尤为

突出和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运行的效率和效

果。紧随其后的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这个体系的完善与

否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此外，课程设

置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学生的学习路径和职业发展方向。

3.2 建议

3.2.1 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揭示，中医药院校在学分制教学实

施过程中，教学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依然是影响教学运行满

意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建议中医药院校增强资源投入力度，

改进资源配置机制，以确保各专业及课程间资源的均衡分

配，进而提高教学品质和学生满意度。此外，应合理配置

教师、教学设备及资金资源，以提升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

并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3.2.2 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基石。通过研究

发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存在评价标准单一、反馈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建议中医药院校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引入学

生反馈、教师自评、同行评议等多维度指标，形成综合评

价机制，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3.2.3 按需设置、调整课程

研究揭示了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与学生需求之间存在

一定的偏差。建议中医药院校对课程结构进行灵活调整，

引入更多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内容，同时削减重复

性教学材料，以增强课程设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

优化课程结构，合理安排必修与选修课程比例，确保学生

既能掌握专业知识，又能拓展综合素质。通过灵活的课程

设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进一步促进学

分制教学运行的满意度提升。

3.2.4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提升教学质量的核心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经调研，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明确性不足，培养方案缺乏系统性和前

瞻性。建议中医药院校首先明确其人才培养目标，确保目标

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规范的人才

培养方案，以确保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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