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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满意度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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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了解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满意程度,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笔者通过自编问卷和访谈方法

调查了4所师范院校大一至大四科学教育专业589名本科生。结果发现:大多数学生是被动选择本专业,对专业平均了

解度不高;学生专业满意度低,但多数学生对专业发展前景有信心;择业意向选择小学科学教师的学生比例低。本文认

为,当前科学教育专业严峻的就业形势、培养模式存在的缺陷、学生自身的因素等影响了学生的专业满意度。为此,建议

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相应的政策,学校采用3+2或3+3的科学教师教育模式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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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为初中、小学培养综合科学课教师,2002年,教育部批准重庆师范大学

在全国首次招收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至今已有63所高校开设此专业。由于目前尚无权威的专业建设指导性

意见,导致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多样化,课程设置杂乱等问题。虽然很多高校开设了此专业,但断断续续

招生,主要原因是生源不足、办学成本过高、就业形势严峻。
专业满意度是指大学生对专业及其学习活动的感觉和态度。只有了解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满意度,

分析其影响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改进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科学教师的培养质量。

1研究方法

1.1研究方法与问卷的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进行理论分析、访谈和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自编了《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专

业满意度的调查问卷》。经过试测和访谈,对问卷进行了修正和补充。问卷涵盖“专业了解度”、“专业满意度”、
“择业意向”等3个方面的问题。本还采用了访谈法,访谈主要内容是问卷调查不易探明深层原因的项目,包括

“为何选择本专业”、“对本专业职业定位的了解”、“为何对本专业课程体系不满意”、“对教师教学水平和实验室

建设满意度”、“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信心”等。

1.2研究对象

选择4所师范院校科学教育本科专业4个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因为这4所院校所在省市的初级中学都

未开设科学课,但本专业培养目标都包含中小学科学教师和科普工作者,其中2所院校的培养目标还包含综合

实践活动课教师,3所包含高中理科分科课程教师。这4所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也相似,且近5年招生未间断,所
以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共发放问卷701份,回收有效问卷589份,问卷回收率84%。各年级有效问卷数量

分别为:大一140份,大二163份,大三142份,大四144份。其中,男生为147份,女生442份。

1.3问卷的信度

本次问卷信度测试用了再测法,时间间隔为20d,再次对这4所大学科学教育专业4个年级的部分本科生

进行测试,选取有效问卷为272份。用软件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删除信度系数比较低的项目,其他项目两

次测量的信度系数均值为0.84,保证了问卷的各项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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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度

2.1.1选择本专业的原因 研究表明,被动选择专业的学生比主动选择的学生专业满意度低[1]。调查发现,在选

择本专业的原因中,选“个人兴趣爱好”、“看好本专业良好前景”的被试可视为主动选择本专业,分别占学生总数

的15%和12%,合计27%。选 “调剂”、“其他”、“家人或老师推荐”的学生为被动选择本专业,分别占39%、

22%、12%,合计占73%。其中,选“其他”的属于高考不理想或盲目选择的学生。由此可见,大多数学生是被动

选择本专业。经访谈得知,不了解本专业是学生被动选择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生对本专业不感兴趣或本专

业就业形势差,但高考分数不够而不得不服从调剂。

2.1.2对本专业现状和发展动向的了解 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充分了解,是其对专业满意的前提。虽然大部分学

生入学时并不了解本专业,但经过就读,了解本专业的人数明显增多(表1)。大一新生对本专业的了解度较低,
选“不大了解”及“完全不了解”的人数占36.4%(51人);大二、大三选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19.6%和20.4%;大
四选“不大了解”的仅占6.9%。可见,学生随着年级的提高而对本专业了解度增加,大二、大三学生在校经历相

仿,故差异不大,而大四学生经历了实习、见习、找工作等活动,因而对专业了解度最高。总体上,学生对本专业

了解度不高。

表1 对科学教育专业现状及发展动向的了解

年级
了解度 人数/人 百分数/%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一般 不大了解 完全不了解

大一 3 2.1 73 52.1 13 9.3 49 35 2 1.4

大二 0 0 102 62.7 29 17.8 30 18.4 2 1.2

大三 12 8.5 71 50 30 21.1 29 20.4 0 0

大四 2 1.4 103 71.5 29 20 10 6.9 0 0

合计 17 2.9 106 59.3 101 17.1 118 20 4 0.7

2.1.3对本专业职业定位的了解 学生对科学教育专业的职业定位的了解是专业满意度的表现形式。由表2可

知,各年级选择“小学、初中科学教师”的人数最多,其次是“科普教育工作者”,再次是“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
这个结果表明,各年级学生对本专业的职业定位认识比较清楚。选“高中自然科学教师”的人数最少,虽然有两

所师范院校将其作为培养目标,但事实上很少有高中招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担任理科教师。大三、大四学生选

“高中自然科学教师”的百分数比大一和大二学生多,而较少学生选“基础科学教学研究”及“科普教育”工作,说
明大三和大四学生对本专业职业定位的理解与培养目标有一定偏差。访谈得知,因为本专业前几届毕业生很少

有从事基础科学教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工作的,但有部分学生从事高中化学或物理教学工作,大三和大四学生更

了解这些情况。这也说明本专业培养目标过于宽泛,不切实际。

表2 各年级学生对科学教育本科专业职业定位的了解

年级
就业方向 人数/人 百分数/%

小学、初中科学教师 高中自然科学教师 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 科学教学研究 科普教育与管理

大一 125 88.9 49 35 65 46.7 81 57.9 109 77.8

大二 134 82.4 50 30.7 83 50.9 99 60.7 112 68.7

大三 119 83.8 60 42.2 71 50 63 44.4 82 57.7

大四 126 87.5 63 43.7 108 75 57 39.6 72 50

合计 504 85.6 50 37.7 128 55.5 300 50.9 115 63.7

2.1.4了解本专业的途径 学生对科学教育专业了解途径来源于多个方面。通过“听老师同学介绍”、“主动搜

索”、“从专业活动中了解”、“在实习、见习过程中感受”、“从家人或社会人士处听说”等途径了解本专业的被试分

别占49%、25%、9%、17%、8%。选“老师同学介绍”而了解的比例最大,说明日常交流是学生了解专业的主要途

径。另外,25%的被试通过网上主动搜索的方式了解本专业,体现学生在专业了解方面的主动性。奇怪的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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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业活动、实习、见习等途径了解本专业的被试占的比例仅为26%。经访谈得知,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活

动太泛,缺乏针对性,实习和见习只是为他们将来成为小学科学教师做准备,这与培养目标有所差异,因此导致

学生对一些专业活动认同度不高。

2.2学生对本专业的满意度

2.2.1专业总体满意度 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决定他们以后是否愿意从事与专业

相关的职业。从表3可知,学生对本专业满意度选择“一般”的最多,均占该年级被试总数的50%左右;选择“非
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被试分别为:大一46人(32.1%)、大二45人(27.7%)、大三39人(27.4%)、大四14人

(9.7%)。由此可见,大一满意度最高,大四满意度最低,就业不顺利是大四学生专业满意度最低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学生对本专业的满意度较低,且随年级升高呈下降的趋势。大部分学生(占总数的75.7%)对所学专业

满意度为一般和不满意,被动选择本专业是学生满意度低的重要原因。

表3 各年级学生对科学教育专业总体满意度

年级
满意度 人数/人 百分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大一 3 2.1 42 30 69 49.2 26 18.6 0 0

大二 3 1.8 42 25.8 86 52.8 29 17.8 3 1.8

大三 6 4.2 33 23.2 65 45.8 30 21.1 8 5.6

大四 0 0 14 9.7 67 46.5 38 26.4 25 17.4

合计 12 2.0 131 22.2 287 48.7 123 21 36 6.0

2.2.2对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满意度 调查发现,学生认为本专业课程体系合理和比较合理的仅占21.2%,高达

45.4%的学生认为课程体系不合理和非常不合理。对选择“一般”、“不合理”和“非常不合理”的学生增加了“您
认为课程体系为何不合理”选项,高达68.5%的学生认为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太杂乱,56.4%的学生选“所学的部

分课程对本专业无作用”,43.3%的学生选“课程设置没有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对实践类课程满意度的调查

显示,选“实践类课程完全体现了专业培养目标和特色”的学生占6.3%,21.1%的学生选“基本能体现特色”,

72.6%的学生选“基本不能体现”和“完全不能体现”。由此可见,学生对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满意度较低。通过访

谈得知,很多学生认为本专业的课程就是大杂烩,什么都学,最终什么都学不精。一些学生指出专业实践课程的

缺乏,如本专业要培养科普工作者,可是并没有开设相应科普实践课程,也没有科普实习基地。还有学生指出,
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见习和实习没有接触,不知道怎么组织和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教学。

2.2.3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满意度 对本专业教师教学水平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学生的满意

度较低,仅15.2%的被试认为教师水平完全或基本能胜任专业教学,53.4%的被试认为教师教学水平一般,

31.4%的被试认为教师的教学水平较差和很差。经访谈发现,有些课程缺乏相应的专业教师,还有一些需要综

合自然科学专业教师,但学校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综合实践能力较强的专业教师也不足。
科学教育专业涉及多学科实验,学生对专业实验室建设满意度调查表明,50.5%的被试认为专业实验建设

能完全或较好满足实验要求,30.1%的被试选“基本能满足要求”,19.4%的被试选“不能”或“完全不能”满足要

求。由此可知,学生对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满意。访谈得知,这4所院校都有科学教学研究实验室,其他的专业

实验都分配在各理科院系,因此,实验室设备比较完善。

2.2.4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信心 专业满意度与就业信心呈显著正相关[2]。调查发现,学生对本专业就业形势

信心不足。其中,选择“很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被试占27%,选择“没有信心”和“完全没有信心”的被试占

30.9%,选择“看好专业前景,但目前没有信心”的被试占总数的42.1%,为各年级选择人数最多的选项。这说

明,大多数学生并非对未来的科学教育专业没有信心,而是对现阶段本专业就业形势有一定的担忧。因此,虽然

多数学生对科学教育专业满意度低,但他们对本专业的前景还是抱有希望的。经访谈得知,学生都了解当前小

学很缺专业科学课教师,但由于小学没有人事权,加上小学科学课不受重视。因此,导致小学虽缺科学课教师却

无法引进科学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怪现象[3],学生们都相信未来这种局面将会改变。

2.3就业意向及其原因

2.3.1择业意向 择业意向是个体求职方向,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调查得知[4],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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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每个项目都有人选,说明本专业学生择业意向呈多样化。择业意向选择“中小学科学教师”的被试占总数的

35.1%。可见,大多数学生并不打算成为科学课教师,其原因既有本专业对口工作难找的客观因素,也有对专业

不满意的主观原因。选“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的被试,占19.4%;选择“其他科目教师”的占总数的12.4%,加
上选“科学教师”的32.2%,说明多数学生打算成为一名教师。主要是本次研究对象大多数为女生,女性更愿意

成为教师,虽然她们对本专业并不满意。选“继续深造”的学生占总数的27.9%,说明有些学生不打算立刻就业,
但其中部分学生未来仍打算成为教师。选“非教师行业”的被试占28.6%,这部分学生对本专业缺乏学习兴趣,
有些不愿意成为一名教师等。
2.3.2对考研的看法 在对考研的看法中,50%的被试认为考研单纯是为了继续深造。进一步调查显示,90.2%
的考研学生不会选择报考科学教育专业,而是选择理科专业、教育学其他专业等。访谈得知,大多数学生并不认

为这是转专业,而是由于科学教育专业学习的知识广而不专,想通过继续深造提高能力。只有16%的被试把考

研作为转专业的途径,因为他们对本专业很不满意。11%被试认为考研是为了延迟就业时间,这部分学生主要

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2.4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大多数学生是被动选择科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度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提高,但平均了解度

不高。学校师生的介绍是学生了解本专业最主要途径。

2)学生对本专业总体满意度低,对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和教师教学水平满意度低,但大多数学生对本专业

发展前景有信心。
3)学生就业意向表现出多样化,大多数学生不打算成为小学科学课教师。考研的学生大多数不想报考科学

教育专业,但并不认为是转专业。

3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及建议

3.1针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

科学教育本科专业主要是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但现实情况是很少有初级中学开设科学课,虽然小学专业

科学教师缺口很大,但大多数由语文、数学等教师兼任,从而导致科学教育专业本科生就业形势严峻,这是学生

对本专业满意度低以及部分学生选择考研和非教师行业的主要原因。由于科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公民科学素养

的重任,学生们相信未来小学科学课必将受到重视,因此,大多数学生看好本专业的发展前景。
针对科学教育专业的就业形势,笔者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小学科学课必须由自然科学

或科学教育专业背景的教师担任,不具备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教师,必须通过严格的培训和专业考核,才能取得科

学课的任教资格。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将小学科学课纳入核心课程。如果不能出台相关政策,建议教育

部暂停部分省市高校科学教育专业的招生。
3.2针对科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建议采用3+2或3+3的教师教育模式

本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培养目标太宽泛,课程设置太杂乱。本研究的高校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目

标都呈多元化。宽泛的目标定位弱化了“科学课教师”这一核心目标的达成,兼顾的内容过多,势必以牺牲铸就

专业灵魂的内容为代价。查阅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5],几乎涵盖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综合实践活动、科普实

践、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等学科课程。从中可见,本专业课程设置非常杂乱,学生学习这些课程感到困难,影
响了他们的教学自信,从而影响了学生对本专业理解和满意度[6]。

笔者建议,科学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应主要界定为中小学科学教师或高中理科分科教师,宜采用3+2或3
+3的教师教育模式。“3”是指修完3年某自然科学本科专业课程,学生可以自愿申请,通过综合理科考试进入

科学教育专业就读,再学习2或3年科学教师教育课程、其他自然科学专业基础课程、教育实习和见习等。学生

毕业后可以获得原专业本科文凭和教育硕士学位。目前发达国家的科学教师培养都是采用这种模式[7-8]。这样

做可以克服当前科学教师教育模式的以下不足:1)学生都是主动选择本专业,避免了被动选择的弊端;2)培养目

标针对性强,学生毕业后既可以担任小学科学教师,也可以担任初、高中理科分科教师;3)可克服课程设置杂乱

的弊病,学生学有专长,又能适应综合科学课的教学。
3.3学生自身因素等及建议

学生的专业满意度低还与自身的主观因素有关。目前本专业学生就业领域主要是小学科学教师。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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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小学科学教师薪资和社会地位低,工作量大,因而不愿意从事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当然,也有些学生自

身学习能力欠缺,对学习不感兴趣,对专业缺乏了解而造成专业满意度低。
因此,学校应加强专业宣传,帮助学生了解所学的专业课程及其作用,本专业的就业范围、发展前景和趋势,

使学生建立专业学习信心和兴趣,从而提高专业满意度。学校还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专业实践活动,聘请优秀

的小学科学教师帮助指导学生和开展讲座,对学生进行教师职业理想和信念教育,引导他们投身小学科学教育

事业。
另外,学校还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专业建设投入等,这里就不做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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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majorsatisfactionofscienceeducationspecialtyundergraduates,theresearchisbasedonthesurvey
ofmajorsatisfactionfrom589scienceeducationspecialtyundergraduatesrangingfromfreshmentoseniorsinfournormalcolleges.
Theresultsshowthatmostofstudentschosethespecialtypassively,andstudents’degreeofunderstandingthespecialtyisn’thigh,

andstudents’majorsatisfactionislow,buttheyhaveconfidenceinthespecialtyoutlook,andmostofstudentsarenottobescience
teacher.Somemaininfluencefactorsofmajorsatisfactionincludecurrentsevereemploymentsituationofscienceeducationspecialty
andfaultofmodelofscienceeducationspecialtytalenttrainingandfactorsofstudents.Atlast,somesuggestionsa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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