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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研究

———以石家庄铁道大学为例

肖　剑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四方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１１３２）

　　摘　要：加强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是许多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切

入点。为了保证教育的有效性，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文化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及时矫正教

育教学活动中的偏差。本文提出指标体系的基本架构及各项指标相应权重，采取模糊综合评

价方法，以石家庄铁道大学为例，进行了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的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
从培育大学精神、加强制度建设、树立优良校风、构建课内外联动的文化育人体系、建设高品位

的文化校园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提升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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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

够的，通 过 专 业 教 育，他 可 以 成 为 一 种 有 用 的 机

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１］。为了适

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一些高

校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在物质领域的作用，只看

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大学生心灵

的教化和人格的塑造。特别是一些理工类院校课

程设置，较少涉猎人文学科的 教 育 内 容［２］。尤 其

是文 化 教 育 缺 乏 系 统 性，人 才 培 养 功 利 化、工 具

化、同质化，毕业生后续发展乏力。因此，在 传 授

专业知识、锻炼能力的同时，开展系统而有效的大

学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建立科学、合理、操作简便

的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体系，意义非凡。

一、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

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理工科大学文化教育的评价要准确全面反映

大学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指标体系设计应遵

循四个基本原则：一是目的性原则。大学文化教

育必须基于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实际情况，突出学

校特色，服务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与创新。二是科学性原则。大学文化教育评价指

标体系必 须 在 对 大 学 文 化 内 涵 深 入 理 解 的 基 础

上，科学合理地构建。三是主体性原则。大 学 最

主要的职责就是立德树人，开展大学文化教育评

价必须坚持以大学生为评价主体。四是可操作性

原则。指标 体 系 操 作 要 简 单 易 行，便 于 观 察、测

量、评价；指标数量和内容要做到少而精、便于采

取和后期统计；文字要通俗易懂，同时也方便评价

者深入思考、做出选择。

　　（二）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建构

按照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在借鉴各 高 校 和

有关专家人文素质教育效果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对大学文化教育的内涵和影响大学文化教育

效果的因素进行整体地分析、研究，结合部分高校

的教育实践，建构了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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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 系，指 标 体 系 由 五 个 一 级 指 标（即 ＭＣ、ＳＣ、

ＩＣ、ＢＣ、ＡＣ）、十七个二级指标构成。物质文化教

育（ＭＣ）：包括对学校整体规划布局的认可度，对

学校学习环境的认可度，对学校生活环境的认可

度三个二级指标。精神文化教育（ＳＣ）：包括对学

校办学理念的认知度，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

认知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度，对科学精神的认可度，对人文精神的认可度等

五个二级指标。制度文化教育（ＩＣ）：包括对大学

各项规章制度的认可度，遵守与执行学校规章制

度的情况两个二级指标。行为文化教育（ＢＣ）：包

括学生课程学习行为情况，人文社科类讲座参与

度，科技文化活动与社团活动参与度，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参与度及实践能力的提升程度四个二级

指标。学术文化教育（ＡＣ）：包 括 学 术 观 念，学 术

道德水平和学术风气，借阅文化类图书资料、参与

科研的情况三个二级指标。

　　二、理 工 科 大 学 文 化 教 育 有 效 性 评 价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从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

内容来看，各级指标应该配以一定的权重，方能更

加准确的反映其区分度。采用专家调查的方法，
结合学校情 况，用 ＡＨＰ法 对 指 标 体 系 的 权 重 进

行计算，得到了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的因素

权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大学文化教育效果评价因素权值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物质文化教育

（ＭＣ）
０．１５４

对学校整体规划布局的认同度 ０．０９８

对学科专业、师资队伍、教室、实验室、教学设备、网络 建 设、图 书 馆、文 体 场

馆建设等情况的满意度
０．０４０

对学校环境卫生、宿舍环境、食堂、活动场所、文化设施条件等情况的态度 ０．０１６

精神文化教育

（ＳＣ）
０．３５８

对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传统、办学特色的理解认同 ０．０８４

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程度 ０．０９０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政治上坚定，思想道德水平高 ０．０７１

树立求真务实、独立思考、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０．０５５

树立爱国人本、求善包容、造福人类的人文精神 ０．０５８

制度文化教育

（ＩＣ）
０．０６５

对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学生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图书馆制 度、实 验 室 制 度

等认同程度
０．０３３

学生在学校的教育引导下能否有效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０．０３２

行为文化教育

（ＢＣ）
０．３５８

专业课、人文素质类课程学习情况 ０．０９８

参加各类讲座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 ０．０９４

对科技文化活动与社团活动的热衷程度 ０．０８８

实践活动的参与程度以及对学生的主要影响 ０．０７８

学术文化教育

（ＡＣ）
０．０６５

对学术的基本态度 ０．０２４

学术道德水平和学术风气 ０．０２５

课外阅读、参与学校科研活动的情况 ０．０１６

　　三、理 工 科 大 学 文 化 教 育 有 效 性 评 价

实例分析

　　大学文化教育有效性评价是集定量评价与定

性评价于一体的综合评价，评价工作的进行需要

结合理工科大学的特性和实际情况，为保证评价

结果的客观性与可靠性，以调查问卷形式为主，结
合采 用 查 阅 资 料、访 谈 等 方 法，收 集 相 关 数 据 资

料，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以石家庄铁道大学文

化教育效果评价为个案，进行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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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查问卷设计

石家庄铁道大学是河北省一所典型的理工科

大学。对在 校 生 进 行 问 卷 调 查，运 用Ｌｉｓｋｅｒｔ五

级量表法，统一采取量化打分的模式。问卷调查

采用电子邮件和纸质问卷两种形式进行，共发放

２４０份，回收２２５份，回 收 率 为９３．８％，有 效 问 卷

为２０１份，问卷有效率达８９．３％。

　　（二）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采 用 克 朗 巴 哈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 数 法，利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所得的２０１份问卷进行了信度分析，
得到调 查 问 卷 整 体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 数 为０．８６３，５
个潜在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均大于０．７，问卷信

度良好，数据可信。利用因子分析进行量表结构效

度分析，得出ＫＭＯ值为０．７８７，表明适合对量表进

行因子分析，各变量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１，各公

共因子在相应测量指标的载荷量较高，均大于０．５，
以０．７以上居多，且累积解释变量为７２．０５１％。问

卷设计满足相关效度要求。结合指标权值矩阵，从
而得到最终文化教育最优评判集合为：

Ｂ＝ＷＲ＝（ｗ１，ｗ２，…，ｗｎ）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　ｍ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　ｍ
… … ｒｉｊ …

ｒｉ１ ｒｉ２ … ｒ

熿

燀

燄

燅ｎｍ

＝（０．０１８　７８１　０．１４３　８４１　

０．３３７　１５９　０．３６５　８５６　０．０７５　７８１）
显示该校文化教育综合评价结果良的隶属度

高。各项指标细化评价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综合评价结果

效果 差 低 中 良 优

物质文化教育（ＭＣ） ０．０３１　１９９　 ０．３４９　９９２　 ０．４８７　８８３　 ０．１２４　４７４　 ０

精神文化教育（ＳＣ） ０．０２７　２３８　 ０．１４３　６１２　 ０．３７３　３７１　 ０．３９１　０８９　 ０．０６５　８５８

制度文化教育（ＩＣ） ０．０１４　９２５　 ０．１２７　２８７　 ０．２６８　８８６　 ０．４９２　００２　 ０．０９６　９２４

行为文化教育（ＢＣ） ０．００６　３３７　 ０．０６３　９６８　 ０．２４０　０９８　 ０．４１２　０８１　 ０．１１４　７７５

学术文化（教育ＡＣ） ０．０１４　６９６　 ０．１０７　７６９　 ０．３７５　９６６　 ０．４１２　０９３　 ０．０７４　０９１

　　（三）调查对象文化教育效果各项指标

分析

　　１．物质文化教育

评价隶属度为０．４８７　８８３，等级为中。学校依

托铁路行业背景，围绕“重大工程施工技术，重大

结构设计理论，重大装备制造技术”，形成了以工

为主，文、理、经、管、法、艺 术 独 具 特 色 的 学 科 体

系，办学层次 涵 盖 本 科、硕 士、博 士。学 校 建 有４
个 省 部 级 重 点 实 验 室，图 书 馆 馆 藏 纸 质 图 书 逾

２００万册。校园 内“志 在 四 方，精 心 育 人”的 巨 石

雕刻，詹天佑、茅以升的铜像，“铁道兵八零广场”；
公共场所悬挂的反映学校各个时期发展的图文资

料、以及优秀校友图片；以“青藏、秦沈”等铁道线

路命名的校园道路，都彰显了学校独特的部队院

校、铁路高校的历史背景文化。由于校园面积不

大，建筑相对比较紧凑，宿舍条件不够好，活动场

所较少，学生认可度不高。

２．精神文化教育

评价的隶属度为０．３９１　０８９，等级为良。学校

明确 了“质 量 第 一、内 涵 发 展、特 色 取 胜、追 求 卓

越”的基本办学理念，提出了“培养基础扎实、适应

性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人

才培养定位。经过６０余年办学实践，学校形成了

“军魂永驻、校企结合、育艰苦创业人”的办学特色

和“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的

优良校风。学校始终将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作为

大学精神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艰苦奋斗精神在

毕业生身 上 得 到 最 显 著 地 体 现。京 九、秦 岭、青

藏，哪里艰苦，哪里就有石铁大学子的身影。学校

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到育人

工作的首位，坚持以“两课”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从

１９９１年开始，就把“两课”实践教学的课堂建在西

柏坡，用西柏坡精神感染熏陶学子，学生的理想信

念较为坚定。

３．制度文化教育

评价的隶属度为０．４９２　００２，等级为良。学校

学生教育、管理制度涵盖学籍管理、学业保障、学

术活动、思想建设、日常教育和管理、奖励处分、评
优评先、家庭经济困难资助、团学活动、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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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一方面学校将制度汇编成《学生手册》，
人手一册，通过入学教育、知识竞赛等方式对学生

进行解读、宣传；另一方面学生在学校制度制定过

程中参与度较高。学生普遍认为学校规章制度完

善，并能自觉遵守，违反制度的行为较少。

４．行为文化教育

评价隶属度为０．４１２　０８１，等级为良。学校建

立了班级导师制，开展学长计划，设立自习教室和

考研通宵教室。学生学习风气浓厚，不及格率低，

每年考研率在１５％以上。学校每周都举办人文、
社科类讲座。学生积极参与数学建模、结构设计、
智能汽车等国家、省部级科技类竞赛并屡获大奖。

学校校园文化活动氛围浓厚，搭建了校内外全方

位的社会实践活动平台，积极推进青年志愿者服

务体系。不足的是，学校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数

量不多，教学水平需要提升；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中

价值教育的内容偏少。

５．学术文化教育

评价隶属度为０．４１２　０９３，等级为良。学校科

研水平高，在隧道施工新技术及环境控制、国防交

通应急工程、地质超前预报、大型结构健康诊断、

虚拟现实技术等研究方向具有国内领先水平；主

持承担国家“９７３”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项目８００多项，科
研经费达７．５亿元。获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

成果奖１８０余项，在河北省独占鳌头。教师求真、
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和熏陶着学生。学生

尊重知识产权，反对抄袭剽窃，树立了学以致用的

学习态 度 和 求 真 求 善 的 学 术 精 神。考 试 违 纪 率

低，毕业论文原创性、独创性较高，试点院系学术

不端系统一次性通过率达到８５％。
综上所述，石家庄铁道大学文化教育 整 体 效

果较好，但是各项指标的隶属度偏低，文化教育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提 升 理 工 科 大 学 文 化 教 育 有 效 性

的对策

（一）培育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教育成效的提升需加大对精神文化

的培育和弘扬。首先，大学精神文化要根植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大学精神文化教育的灵魂和核心。
其次，理 工 科 大 学 要 明 确 办 学 理 念，形 成 办 学 特

色。要摆脱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树
立培养富有创新精神、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观。
第三，要从本校办学历史和传统吸取力量。大学

精神文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

淀、蕴 育 发 展 而 形 成 的，是 一 种 获 得 性 的 遗 传 结

果［３］。最后，必须上下联动，凝聚共识。广大师生

都要参与，集思广益，在实践中丰富、升华和认同

本校的大学精神，最终成为广大师生的精神动力。

（二）加强制度建设，树立优良的校风

无论是“泡菜”理论，还是“熔炉”理论，一所大

学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学

校的师生，左右着这个学校的走向，树立着这个学

校的品牌［４］。校风就是这个“泡菜坛”和“熔炉”，
对师生起着约束、同化、激励的作用。严谨务实的

教风与积极上进的学风决定了优良的校风。教风

和学风建设则需要合理的制度做保障。导向明确

的科研管理、教学质量评比、保障制度能够极大的

激励教师的热情；奖罚分明的学业考核、评优、评

先等学生教学管理制度也能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

学习氛围。

　　 （三）构建课内外联动的文化育人体系

１．构建文理相融的课程体系

完善理工科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体 系，将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定位为重要公共基础课程，开

设涵盖文、史、哲、艺术、心理等学科的课程，扩大

学生的知识面，改善单一的知识结构。特别要重

视开发和设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培养学生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另外要开设融入人文思想

和价值判断内容的专业课程，例如“工程伦理学”、
“工程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

２．把握课堂育人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理

想信念最主要的途径，教师要创新教学形式，吸引

学生，让学生真学。人文教育不能按照科学教育

的逻辑原则进行组织，不是单纯地按照知识点的

方式进行教学就能完成，因为学生人文素养的获

取和形成是多渠道、多方位的，它关联到教育教学

的方方面面［５］。每位教师、每门课 程 都 要 承 担 文

化育人的职责和功能，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还要

兼顾文化素养的培育。专业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结合专业的特点，将价值教育渗透到课堂中去。

３．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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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是理工科大学开展文化教育的

重要载体之一。一方面要发扬理工科大学科学文

化氛围浓厚的特点，依托学科和专业，开展结构设

计大赛、测量大赛、数学建模、机器人设计等旨在

培养 学 生 创 新 思 维、团 结 协 作 的 科 技 创 新 活 动。
另一方面要依托学生会、学生社团举办人文系列

讲座，开展丰富多彩的如高雅艺术进校园、摄影图

片大赛、女生节、传统文化展示等文化艺术活动，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４．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是大学文化育人的一个重 要 环 节，
有助于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是将专业知识

和社会经验结合起来的最有效手段。志愿服务是

一种饱含浓烈人文情怀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大学生在志愿服务过

程中，把 自 我 的 需 求、社 会 的 期 望 外 化 为 公 益 行

动，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人文情怀。

　　 （四）打造高品位的文化校园

学校首先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建筑布局要合

理，功能划分要分明，建筑既要展现时代气息，也

要保留学校历史印记。其次，要加强校园文化景

观设计，让校园的建筑、道路、雕塑等都会说话，融
入学校的文化特质，体现学校的精神。第三，互联

网目前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

会舆论的放大器，加强校园网络平台和载体的建

设和管理，刻不容缓。学校一方面要大力建设以

学校官网为主，部门、院系、学生团体网站为辅的

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和驾驭网络突发舆情

的水平，能熟练运用微博、微信、ＱＱ、视频等新媒

体传播主流文化，占领网上思想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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