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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的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证研究

毛　霞，王　韵
（重庆师范大学数学学院，重庆４０１３３１）

摘要：通过对重庆５所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将高校辅导员工作归结为７个主要方面，
验证了高校辅导员工作对本科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形成发展和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据此，本文进一步就高校辅导
员工作提出了如下对策和建议：１）营造科研创新的学校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活动；２）加强学生科研意识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３）学生工作与学科建设相结合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４）做好辅导员的选拔和配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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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战略任务之一是要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或者各个高校都高
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并且将着力点放在了
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１１１］。高校辅导员队伍是高校人
才培养的重要力量［１２１６］，理所当然应当在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积极拓展高校辅导员工作领域，推动辅导员工作深入
参与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在国内是个比较新的课题。
本文通过对重庆５所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获
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验证高校辅导员工作对本科生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影响。

１数据来源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５所高校的本科生为研究
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辅导员对高校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进行研究［１４］。问卷共有２２个问题，
采用５分制打分：１表示程度最强，５表示程度最弱，２
～４表示程度依次递减。将这２２个方面的问题视为
２２个指标，即辅导员的教育功能、辅导员的管理功能、
科研认识、科研兴趣、科研经历、学习氛围、科研氛围、
创新意识、教学条件、课堂教学、学生工作、意识改观、
辅导员的科研指导功能、班导师教育的必要性功能、班
导师教育的可能性功能、政策机制、发展规划、成绩与

能力、发展选择、教育者权重、能力偏好、职业期望。利
用软件ＳＰＳＳ１６．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２主成分分析
２．１问卷调查概况与信度分析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９８０
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８．８％，其中，经济管理类学生问卷
３００份，工程科技类问卷５３０份，人文社科类问卷１５０
份，包括大学１～４年级的问卷调查。具体样本分布见
表１所示。

表１　问卷调查表专业与年级分配情况一览表 份
经济管理类 工程科技类 人文社科类

１年级 １２０ ４１０ １４０
２年级 ５０ ４０ １０
３年级 １１０ ５０ １０
４年级 １０ １０ １０

信度分析是一种测度综合评价体系是否具有一定
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本文将采用克朗巴
哈系数进行信度分析，即Ｃｒａｎｂａｃｈ＇ｓα信度分析。本
文通过对９８０份问卷调查表做Ｃｒａｎｂａｃｈ＇ｓα，得到信度
分析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Ｃｒａｎｂａｃｈ＇ｓα信度分析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克朗巴哈系数）

基于标准化项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项目数量

０．８１０ ０．８０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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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中可以发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８１０，
本文的问卷和模型是可靠的。因此，可以对数据进行
下一步研究。
２．２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首先对所收集的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ＫＭＯ检
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又
称检验统计量。Ｋａｉｓｅｒ给出了常用的ＫＭＯ度量标
准：０．９以上表示非常适合；０．８表示适合；０．７表示一
般；０．６表示不太适合；０．５以下表示极不适合。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球度检验是一种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的
检验方法。在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中，显著性水平小于
等于０．０５，说明所做的检验模型是可靠的。调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检验的结果，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以看出，ＫＭＯ的检验值为０．６９９，说明
数据是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的，由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度检验结
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６７０．６９５，自由度为２３１，显著性
水平几乎接近０，即显著性水平小于等于０．０５，所以接

表３　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的结果
ＫＭＯ衡量抽样充分性 ０．６９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度测试 近似卡方值 ６７０．６９５
自由度 ２３１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受原假设，认为本次采集的数据适用于主成分分析。
２．３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值的贡献率及
累计贡献率

调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２２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数
据标准化，可得到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犚。由
犚的数据可知，大部分指标彼此之间相关性不强，说明
指标之间反映的信息重叠较少，可用原始数据直接进
行分析。同时，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
共同因子，计算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值的贡
献率和累计贡献率，从而得到方差分解主成份提取分
析表，见表４所示。

表４　方差分解主成份提取分析表

因子编号 特征值 因子载荷的平方和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特征根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１ ４．９１５ ２２．３４１ ２２．３４１ ４．９１５ ２２．３４１ ２２．３４１
２ ２．３４４ １０．６５４ ３２．９９４ ２．３４４ １０．６５４ ３２．９９４
３ １．８０８ ８．２１８ ４１．２１３ １．８０８ ８．２１８ ４１．２１３
４ １．６３ ７．４０９ ４８．６２２ １．６３ ７．４０９ ４８．６２２
５ １．２７４ ５．７９３ ５４．４１５ １．２７４ ５．７９３ ５４．４１５
６ １．２２６ ５．５７２ ５９．９８６ １．２２６ ５．５７２ ５９．９８６
７ １．０６２ ４．８２７ ６４．８１４ １．０６２ ４．８２７ ６４．８１４
８ ０．９４９ ４．３１５ ６９．１２８
９ ０．８６６ ３．９３８ ７３．０６６
１０ ０．７９２ ３．５９８ ７６．６６４
１１ ０．７３８ ３．３５６ ８０．０２
１２ ０．６４５ ２．９３２ ８２．９５２
１３ ０．５５１ ２．５０６ ８５．４５８
１４ ０．５１５ ２．３４ ８７．７９７
１５ ０．４９９ ２．２７ ９０．０６７
１６ ０．４４３ ２．０１５ ９２．０８２
１７ ０．４０５ １．８４２ ９３．９２４
１８ ０．３６１ １．６４ ９５．５６４
１９ ０．３２３ １．４７ ９７．０３４
２０ ０．２３７ １．０７９ ９８．１１２
２１ ０．２２６ １．０２９ ９９．１４１
２２ ０．１８９ ０．８５９ １００

　　由表４可知，７个综合指标所涵盖信息的累计贡 献率已达到６４．８１４％，表明用７个综合指标就可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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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各指标信息的６４．８１４％，即能够反映出原始变量大
部分信息，比较符合研究的理论预期。因此取这７个
主成分分别作为第１主成分犉１、第２主成分犉２、第３
主成分犉３、第４主成分犉４、第５主成分犉５、第６主成
分犉６、第７主成分犉７。综上所述，将原来的２２项指标
转化为７个综合指标。

２．４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为了给出辅导员工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模型，

笔者利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得到因子得分矩阵，如表５所
示。结合辅导员具体工作的实际情况，给７个综合指标
取名为：犉１培养氛围、犉２培养动力、犉３培养条件、犉４培
养指导、犉５培养队伍、犉６培养对象和犉７培养定位。

表５　因子旋转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７　科研氛围 ０．７９６
６　学习氛围 ０．７７３
５　科研经历 ０．７４８
８　创新意识 ０．６２４
１９发展选择 ０．７５４
２２职业期望 ０．６５５
１８成绩与能力 ０．６０９
１５班主任教育的可能性功能 ０．５９８
１７发展规划 ０．３９１
１０学生工作 ０．７５３
９　教学条件 ０．７３３
１１课堂教学 ０．５９９
１４班主任教育的必要性功能 ０．７４３
１２意识改观 ０．６６９
１３辅导员的科研指导功能 ０．６６３
２　辅导员的管理功能 ０．８５５
１　辅导员的教育功能 ０．８３５
３　科研认识 ０．７９
２０教育者权重 －０．６５７
４　科研兴趣 ０．５３６
２１能力偏好 ０．８２１
１６政策机制 ０．４８２

　　因子得分函数：
犉１＝０．７９６科研氛围＋０．７７３学习氛围＋

０．７４８科研经历＋０．６２４创新意识
犉２＝０．７５４发展选择＋０．６５５职业期望＋

０．６０９成绩与能力＋０．５９８班主任教育的可能性功能
＋０．３９１发展规划
犉３＝０．７５３学生工作＋０．７３３教学条件＋

０．５９９课堂教学
犉４＝０．７４３班主任教育的必要性功能＋

０．６９９意识改观＋０．６６３辅导员的科研指导功能
犉５＝０．８５５辅导员的管理功能＋

０．８３５辅导员的教育功能
犉６＝０．７９０科研认识－０．６５７教育者权重＋

０．５３６科研兴趣
犉７＝０．８２１能力偏好＋０．４８２政策机制

３结论
从调查的数据知道：第一，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主

要受学校科研氛围、学习氛围等影响，所调查的大学生
普遍认为学校科研氛围不足，导致学生科研经历欠缺、
缺乏创新意识。因此，从辅导员工作的角度来看，为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首先应当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科研氛
围、学习氛围，让学生根据学习能力积极参与挑战杯、
数学建模、教师科研课题等，以丰富学生的科研经历，
激发学生科研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第二，
学生普遍认为拔尖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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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内部驱动力。研究表明，辅导员工作对学生自
身的发展规划和职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辅导员
工作应激发学生的内部驱动力，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增
加动力。第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机制是否健全、学生
工作是否到位、教学条件是否达到标准、课堂教学的质
量好坏直接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很多高校已认
识到教学条件逐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保
障，而学生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对真正形成创新意识、创
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有着不可估计的价值。因此从机制
和体制上保障良好的育人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班主任扮演教学和兼职班主任的身份，减小了学
生与老师的磨合限制，但是只能对辅导员的工作起着
一定程度上的辅助作用，而真正在学生工作中扮演重
要角色的还是辅导员。因此，辅导员队伍要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应从纯粹的管理者向引导者过渡［１０］。

４对策及建议
４．１营造科研创新的学校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
创新活动

一个良好的科研创新氛围，能够凝聚更多的学生
加入科技研究中。要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就要求高
校能够给学生营造不错的学习环境、科研环境，营造创
新性的校园文化。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
科技创新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提高学生自身
的科研能力。比如开展科技活动月、科研论文大赛、
“挑战杯”比赛、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全国大学生数学
竞赛、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等，这些都可以为大学生创新
活动提供良好平台，也是对创新性课堂教学活动的重
要补充，都是对创新性校园文化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的体现。
４．２加强学生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
的创新潜力

在拔尖学生的培养过程中，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
融入到本科教学中，加强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精
神、科学研究方法、以及融合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等方
面能力，从经费和政策上为本科生科技活动提供保证，
鼓励导师指导学生科技活动，促进科研与教学相互结
合；鼓励学生进入所在学院的课题组和实验室等科研
训练平台，跟随教师开展文献检索、学术调研、项目立
项、方案设计、科学方法训练、科研能力训练、论文撰写
等科研活动，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思
维方式；鼓励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等各类国内外高水平
的学术与科技竞赛，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所学学科以及
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形
式、多层面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为学生提供多种校外
学习交流机会，通过联合培养、交换学习、暑期学校、短

期学习、国际学术会议、讲习班、见习实习、学科竞赛和
考察等方式，使学生有机会走进国内外一流大学或研
究机构，接触更多专家学者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定期
为学生组织学术座谈与学术研讨，开展学生学术报告
和演讲等交流活动，同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访问交
流和做高水平学术报告，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研究的兴
趣，迸发他们的创新潜力。
４．３学生工作与学科建设相结合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学生工作是高校完成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任务
的重要保证。随着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深入以及现
实需要，学生工作可以通过与学科建设相结合进一步
发挥独到的作用。高校学科建设传统上似乎与学生工
作不相干，但实践证明，学生工作与学科建设相结合，
不仅加速人才培养，更有利于实现办一流学科、出一流
成果、建一流基地、育一流人才的大目标。这是一个互
相促进和互相受益的过程。学科建设吸纳学生参与，
深受学生欢迎，对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学生也是学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４．４做好辅导员的选拔和配备工作

传统意义上的辅导员工作主要是学生管理和思想
政治教育，因此很多高校比较喜欢选择如教育学、心理
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等专业的辅导员，这往往就忽略
了辅导员本身的学科背景。如果学科背景与所带学生
很不相同，往往容易造成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开展科
学研究、科技实践等活动，从而削弱了学生工作在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高校辅导员的
工作客观上很繁杂，因而常常忽视自身科研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鉴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辅导员的科研
能力建设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果辅导员自身的科研能
力很强，其所带的学生受其感染和引导，也有利于进一
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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