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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

牟 萍

(重庆师范大学 人事处,重庆401331)

摘要:【目的】如何提升生源质量是高校招生和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提升生源质

量,首先要研究影响生源质量的因素,以便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方法】以地方性师范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

法选取指标,采用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2867位地方性师范院校学生和19位专家的调研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通过数据分析确定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权重,构建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结论】研
究分析发现影响生源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学生、生源地和地方性师范院校3个方面及各占权重,为地方性师范院校制定提

升生源质量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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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地方性师范院校承担着为地方政府培养人才和培养师资的任务,所培养的大部分学生未来将进入教师岗

位,因此地方性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北

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推进教师教育

综合改革,办好一批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加强本土化培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2017
年工作要点提到大力振兴师范教育,启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力支持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发展。由此可

以看出教师的重要性、师范院校的重要性。全国每个省市都有地方性师范院校,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水平将影

响未来教师队伍的水平,影响当地政府的发展,所以提升地方性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生源

质量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
如何甄别优质生源,哪些因素影响着生源质量等问题成为高校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热点。关于生源质量影响

因素的研究大都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来获取数据,分析归纳影响生源质量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指标体系和模型量

化分析,以及对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影响强度和路径进行了探究。例如,Parker和Summer[1]以及Buss等人[2]

对人文大学的成本、质量和招生进行了分析,认为学费和助学金等级对一个大学的招生数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尹
晓东等人[3]通过调查访谈西南大学首届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和部分导师,分析归纳了影响博士生科研

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建议;冯艳芳等人[4]归纳了高职本科阶段合作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并对相关

院校师生进行调研分析;杨秋波等人[5]通过调查分析2014年度全国152所各类型高职院校的招生录取情况,总
结了高职生源质量的影响因素,并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李小娟[6]通过分析1415名师生的调研数据,
来揭示其对高职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的影响强度和影响路径;顾丽娟等人[7]利用模糊聚类算法构建了军校硕士

复试评价指标;李圣等人[8]基于PSO-AHP分析方法构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从生源质量、教
学质量、学位质量和发展质量4个层面对研究生的教育质量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李冬梅等人[9]通过总结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五位一体”的内部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指标体系。
但关于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并构建指标体系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调研、因子分析法、德尔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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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方法,构建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对影响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因素进行量

化,以期为地方性师范院校招生工作及提高生源质量制定决策提供参考和指导意见。

2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内涵与影响因素

地方性师范院校是中国师范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省、直辖市直管,主要招收院校所在省市的学

生,并服务于地方发展[10]。生源质量主要是以学生入学成绩和综合素质为评价依据,体现学生在专业领域习得

知识和技能的潜在可培养性。学生的高考成绩是直接可观的衡量标准,包括总成绩和单科成绩。总成绩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学习能力;单科成绩可以反映学生在某特定科目的学习情况,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决定因

素。潜在的衡量标准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影响学生综合素质主要来自学生、教师、家长、家庭环境、就读学校环境

和学生接触的社会环境等因素。
此外,中国高校招生录取是学生先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填报志愿,然后高校根据学生志愿填报情况择优录

取,所以地方性师范院校对学生的吸引力也是影响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重要因素。地方性师范院校对学

生的吸引力表现在高校的综合实力、招生政策、学校师资等方面。
因此,从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两个核心要素来看,存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学生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

图1 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初拟指标体系

Fig.1 Preliminaryindexsystemoffactorsinfluencingthe

qualityofstudentsinlocalnormaluniversities

综合起来,本研究认为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

因素主要来源于学生、生源地和地方性师范院校3个方

面,将这3个因素设置为一级指标。根据指标体系建

构的针对性、可行性、可比性以及整体性原则[11],本研

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挖掘、专家咨询以及文献分析等

方法,对每个一级指标进行详细分析,并按照相关理论

与因素分解法进行归类,确定二级指标。具体结构见图

1。其中二级指标的设置方法如下。
学生因素:重庆师范大学是地方性师范院校的一个

典型代表。统计近几年该校入学学生的生源信息,包括

姓名、性别、所在年级、高考成绩、户籍、家庭情况及中学

情况等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中影响生源质量的学生方面的因素。结果表明,从学生自身层面来看,影
响生源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兴趣爱好、努力程度、家庭条件、家庭教育4个方面。其中,兴趣爱好影响学生对未来

职业的选择,学生有了目标,他们就会刻苦学习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努力程度包括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等,在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学习知识的速度和效果。家庭条件包括家庭氛围、父母职业和收入等,和谐的家庭氛围能

让学生愉快地学习,父母的职业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能够享受的课外教育资源,如辅导老师、课外学

习资料等。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社会地位越高,也就越重视下一

代的教育,而这部分父母又有足够的资本支持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12]”。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也极

其重要,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最完备的社会教育是学校—家庭教育[13],“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点,也
是一切教育的基础[14]”。

生源地因素:生源地是学生的来源地。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地主要指学校所在省(直辖市)下属的地、市、
州、县等。通过对重庆师范大学学生调研数据分析,获取有关学生生源地及其影响机制的数据,同时利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探索影响学生生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发现在生源地层面影响生源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中
学教师、就读中学条件、生源地政府、生源地推荐度(指生源地对学生报考学校的推荐程度)。学生就读中学的教

师和条件决定着学生中学阶段能够享受的师资和公共教育资源,中学教师对自己职业的满意度以及热爱度,都
会在日常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对教师职业的看法,进而影响他们填报地方性师范院校的意愿。生源地

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对教师的重视程度,既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对教师职业的看

法。生源地的推荐度和宣传,特别是对教师职业和地方性师范院校优势的宣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填报意

愿。
地方性师范院校因素:根据对19位长期从事生源质量研究的专家的调研和咨询,发现学校方面影响生源质

量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性师范院校的院校政策优势、招生宣传、综合实力、录取成功率、地理位置等。地方性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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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吸引力影响了学生的填报意愿,而决定吸引力的主要是地方性师范院校的综合实力、录取成功率等。地

方性师范院校的招生宣传力度,影响着高考学生对该校了解程度,宣传面越广宣传力度越大,就意味着越多的学

生能知晓并选择该学校,进而从扩大生源基数的方面来提升生源质量。此外,地方性师范院校的地理位置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择校意愿。
在初拟指标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完善各项指标,增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本研究以2017年重庆师范大学

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每项指标都设置了“非常有影响”、“有影响”、“一般”、“影响不

大”、“没有影响”这5个维度,共回收问卷2867份,其中有效问卷2867份,有效率100%。

3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FA)是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15],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定量地

对质荷比实现全面准确的取舍,判断并提取出多个质荷比作为目标样品成分的综合标志物[16]。也就是说可在许

多变量中找出某些携带绝大多数信息的因子(公因子),这些因子可以反映一部分具有相同特征的变量,从而来

减少变量的数目。此外,通过这些公因子与变量之间的关联,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

利用因子分析构建指标体系的关键是确定权重,即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构建指标综合得分函数Si=∑δijfij

来计算每个因子最终的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生源质量各因素所占比重。其中,Si 表示第i个指标的综合得分,

δij为第i个指标在第j个公因子所占的的权重,fij为第i个指标在第j个公因子处的载荷[17],最后将综合得分进

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各因子的重要程度与其综合得分正相关,综合得分越高,所占权重越大,其
影响程度越大。

比如,假设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有m 个指标V1,V2,…,Vm,每个指标都可以由n个

互不相关的公因子f1,f2,…,fn(n<m)的线性函数来表示,第1个因子V1 的综合得分S1 则为S1=δ1f1+
δ2f2+…+δnfn,其中δ1,δ2,…,δn 分别为第1个指标在第1,2,…,n个公因子所占的的权重,f1,f2,…,fn 分别

为第1个指标在第1,2,…,n个公因子处的载荷。

表1 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Tab.1 Characteristicvalue,variancecontribution
rateandaccumulationvariance

contributionrate      %

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方差 累积 方差 累积

5.524 42.490 42.490 16.256 16.256

1.338 10.293 52.783 14.350 30.606

0.937 7.209 59.992 12.613 43.219

0.864 6.648 66.640 10.107 53.326

0.732 5.631 72.271 8.364 61.690

0.623 4.795 77.066 8.121 69.811

0.561 4.318 81.384 7.961 77.773

0.535 4.115 85.499 7.726 85.499

4结果分析

4.1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权重的因子分析过程

本研究以重庆师范大学为例,针对在校4个年级的本科生发放网络调查问卷。借助Excel将回收问卷的原

始数据标准化后,采用SPSS19.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KMO(Kaiser-Mayer-Olkin)检验及Bartlett球度检验,
研究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KMO值为0.9>0.8,Bartlett的

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4926.842,Sig.值为0.000<
0.05,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18]。

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提取,利用降维因子分析处理标准

化后的变量,计算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累

积方差贡献率,具体数据见表1。为尽量减少信息丢失,从初

始特征值中提取特征值大于0.6的因子,也就是所得到的因

子至少解释一个变量60%的方差[19]。
计算结果表明存在8个公因子,它们的特征根分别为

5.524,1.338,0.937,0.864,0.732,0.623,0.561,0.535,而且

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累计方差)为85.499%,即表明这8
个公因子可以表示样本数据85.499%的信息。所以上述13
个指标可以综合为8个公因子:f1,f2,f3,f4,f5,f6,f7,f8,
删繁就简,同时也能较全面的反映原始数据的信息,去除信息

量极少的数据,进而简化变量维度。由于公因子命名解释性

差,故对因子进行旋转,以便更容易解释因子意义。表2为利

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对因子结构进行简化的结果,其中对载荷值大于0.7的数据进行了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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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因子f1 上,V3,V4,V11这3个指标的载荷较大,表明f1 主要从生源地政府和学校等方面来反映生源质

量影响因素,将它命名为“生源地因子”;在公因子f2 上,V2,V12这2个指标载荷较大,表明f2 主要从学生自身方

面来反映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故命名为“学生因子”;在公因子f3 上,V7,V8 这2个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载荷较大,
表明f3 主要从地方性师范院校影响力方面来反映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故命名为“地方性师范院校影响力因子”;
在公因子f4 上,V5,V13载荷值较大,表明f4 主要从家庭方面来反映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故命名为“家庭因子”;
在公因子f5 上,V1 载荷值较大;在公因子f6 上,V9 载荷值较大;在公因子f7 上,V10载荷值较大;f8 对V7 载荷

值较大,因此公因子f5~f8 分别命名为:“中学教师因子”、“录取成功率因子”、“地方性师范院校地理位置因

子”、“地方性师范院校招生宣传因子”。

表2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Tab.2 Rotationalfactorloadingmatrix

指标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中学教师(V1) 0.282 0.149 0.124 0.249  0.806 0.171  0.101 0.062

兴趣爱好(V2) 0.219 0.818 0.146 0.059 0.164 0.102 0.084 0.095

生源地推荐度(V3) 0.727 0.176 0.277 0.028 0.381 0.154 -0.026 0.040

生源地政府(V4) 0.768 0.167 0.266 0.051 0.313 0.108 0.000 0.078

家庭教育(V5) 0.160 0.117 0.125 0.864 0.246 0.036 0.081 0.107

院校政策优势(V6) 0.082 0.061 0.174 0.291 -0.106 0.116 0.262 0.107

招生宣传(V7) 0.255 0.149 0.841 0.151 0.162 0.015 0.106 0.910

综合实力(V8) 0.263 0.200 0.753 0.095 0.014 0.224 0.124 0.238

录取成功率(V9) 0.123 0.210 0.204 0.131 0.063 0.890 0.167 0.063

地理位置(V10) 0.117 0.188 0.156 0.104 0.084 0.083 0.922 0.156

就读中学条件(V11) 0.712 0.202 0.185 0.028 0.239 -0.017 0.112 0.081

努力程度(V12) 0.046 0.752 0.101 0.164 -0.008 0.326 0.117 0.183

家庭条件(V13) 0.137 0.591 0.183 0.571 0.739 0.101 0.101 0.085

4.2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权重的因子分析结果

根据降维结果可以确定8个公因子,其对应的权重(δ值)分别为:δ1=5.524,δ2=1.338,δ3=0.937,δ4=
0.864,δ5=0.732,δ6=0.623,δ7=0.561,δ8=0.535。因此可将因子综合得分计算公式简化为:Si=5.524fi1+
1.338fi2+0.937fi3+0.864fi4+0.732fi5+0.623fi6+0.561fi7+0.535fi8。

由于计算量较大,借助Excel辅助计算各因子的综合得分,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求得各因子的权重见

表3。将表3中的权重定义为初拟权重,其中地方性师范院校因素权重0.288,生源地因素权重0.458,学生因素

权重0.254。

表3 各因子综合得分及归一化结果

Tab.3 Comprehensivescoreandnormalizationresultsofeachfactor

因子 得分 归一化 权重 排序 因子 得分 归一化 权重 排序

V1 2.874810 0.074942714 0.075 6 V8 2.854747 0.074419697 0.074 7

V2 2.773561 0.072303279 0.072 8 V9 1.992742 0.051948300 0.052 10

V3 4.916825 0.128175500 0.128 2 V10 1.847779 0.048169296 0.048 12

V4 5.097314 0.132880623 0.132 1 V11 4.671425 0.121778228 0.122 3

V5 2.209193 0.057590908 0.058 9 V12 1.857397 0.048420025 0.048 11

V6 1.148138 0.029930537 0.030 13 V13 2.918368 0.076078217 0.076 5

V7 3.200708 0.083438469 0.0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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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特制订专家版调查问卷,向
19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专家们一致认为二级指标“生源地推荐度”应归属于“地方性师范院校因素”,
是指地方性师范院校与各生源地政府和中学合作宣传,或者是地方性师范院校针对某些长期发展的优质生源地

实施的重点宣传策略。将生源地宣传单独罗列出来,而并没有并入招生宣传是为了突出其重要性。此外,

73.68%的专家认为,对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地方性师范院校的综合实力,因此将综合实

力的权重稍作提升。而学生的录取成功率除了与他们自身的高考成绩有关,还跟地方性师范院校的招生计划和

政策息息相关,因此将录取成功率替换为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二者按重要程度的比例承担录取成功率的权重。
从全局出发考虑,生源地推荐度的权重过大,因此应将其权重稍作调整。综合上述专家的意见,对表3的初拟指

标权重进行了适当调整,结果见表4。

表4 地方性示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4 Indexsystemoffactorsinfluencingthequalityofstudentsinlocalnormaluniversities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描述

地方性师范院校因素 0.416

综合实力(V8) 0.102 包括地方性师范院校的师资、硬件设施、就业率等

生源地推荐度(V3) 0.100 地方性师范院校与各地中学的合作宣传

招生宣传(V7) 0.083 包括宣传的广度、深度、投入度和有效度等

地理位置(V10) 0.048 地方性师范院校所处的地理位置

招生计划 0.033 地方性师范院校对各生源地投放的招生指标

院校政策优势(V6) 0.030 地方性师范院校的优惠政策(如学费便宜、奖助学金高等)

招生政策优势 0.020 地方性师范院校所在的省级政府对各生源地实施的优惠、降分等政策

生源地因素 0.33

生源地政府(V4) 0.133 政府的教育支持政策、对未来教师培养的引导等

就读中学条件(V11)0.122 中学的师资、教育资源、对教师的重视程度等

中学教师(V1) 0.075 教师地位、收入和教师这个职业对学生的影响力等

学生因素 0.254

家庭条件(V13) 0.076 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氛围等

兴趣爱好(V2) 0.072 个人职业规划、兴趣爱好等

家庭教育(V5) 0.058 父母期望、教育方式等

努力程度(V12) 0.048 主观学习的能力和效果等

5结论

本研究以2867位地方性师范院校大学生和19位专家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以系统理论和量化理论为指导,
采用调查研究法、文献分析法、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从指标体系可以看出,影响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因素中地方性师范院校自身因素占主要,生
源地因素和学生因素次之。所以要加强地方性师范院校的内涵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学科专业结构建设,优

化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合理制定招生计划,拓宽招生宣传渠道,不断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从而提升地方性师范

院校生源质量[20-22]。
当然,地方性示范院校生源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学生心理分析和学习

分析的核心问题,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还需进一步实证迭代检验。通过构建科学、客观和有效的生源

质量指标体系,可以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培养高质量人才[23]。因此,希望本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业

内学者对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评价的关注、讨论与思考,深入开展地方性师范院校生源质量的相关研究,共
同推进师范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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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nInfluencingFactorsIndexSystemofEnrollmentQualityinLocalNormalCollege

MUPing
(OfficeofHumanResource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Purposes]Howtoimprovethequalityofstudentsisakeyproblemincollegeenrollmentandtalenttraining,anditisalso
adifficultproblemtobesolved.Inordertoimprovethequalityofstudents,itisimportanttofirstunderst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toformulatetargetedstrategies.[Methods]Therefore,ittakesthelocalnormalcollegestudentsastheresearchobject,theindex
wereselectedthroughtheliteratureresearchmethod,then19expertsand2867localnormalcollegestudentswereinterviewedand
investigated.[Fingdings]BywhichthedataofinvestigationwasanalyzedbyusingtheDelphimethod,factoranalysisand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inordertodeterminetheweightoftheinfluencingfactorsofstudents'quality,andtoconstructtheindexsys-
temoftheinfluencingfactorsofstudents'qualityinlocalnormalcolleges.[Conclusion]Lastly,itwasfoundthatthemainfactorsaf-
fectingthequalityofstudentswerethestudents,theplaceofthestudentsandthelocalnormalcolleges,eachofwhichhasthe
weight,whichprovidedthetheoreticalbasisforthelocalnormalcollegestomakethedecisiontoimprovetheenrollmentquality.
Keywords:localnormalcollege;enrollmentquality;indexsystem;influencingfactors;factoranalysis;delphi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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