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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调研以艺术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数理统计、访谈调查等研究方法，

对艺术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满意度展开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当前艺术硕士研究生的总体教育满意度较

高，但教学课程、科研工作、导师队伍、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具体环节存在显著差异。针对调查结果，

提出总结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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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akes FA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mathematical 

statistics，interview survey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ducational satisfaction of 

FA students.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satisfaction of FA students is high，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links of teaching courses，scientific research，mentor team，management 

service and other aspects.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put forward the summary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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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始，美国展开对于高等教育满意度的研究，

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学生满意度的概念。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研究学生满意度问题，并将

大学生满意度概念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作为“人才

强国”的主力军，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其培养质量问

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了进一步了解研究生教育服务质

量，部分学者展开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的研究，经过不断地实践

与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本研究以长三角特别是安徽地区艺术硕士研究生作为主

要调查对象，深入了解艺术硕士研究生对教育具体环节及相关

方面的感知和需求，虽无法直接衡量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好坏，但仍可以作为了解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的手段，

拓宽对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体系的认识，为艺术硕士研究生的

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在读研究生为研

究对象。当前，艺术硕士研究生主要集中于专业艺术院校和综

合性高校的艺术院系。为了更全面的了解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

满意度现状，选取1所艺术院校和4所综合性高校作为调查点，

共发放调查问卷 800 份。回收 768 份，其中有效问卷 749，有

效问卷率为 93.6%。从学位类别和学科方向看，覆盖了艺术学

科硕士点所有方向和学硕、专硕两种不同硕士类型；从性别划

分看，男女比例分别为 31.4%、68.6%；从专业类别看，涵盖美

术类专业、设计类专业和传媒类专业，分别占比 18.6%、54.7%

和 26.7%。 

1.2 研究方法 

1.2.1 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制定访谈计划并拟定访谈提纲，对安徽和

江苏地区 5所高校的艺术硕士研究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访谈。通

过定向访谈的方式，加深对艺术硕士教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

解，并为调查问卷的设定提供依据。 

1.2.2 问卷调查法 

参照已有研究并结合访谈调查，以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

育中心设计的“研究生教育满意度度量表”为根据来制作调查

问卷，分别从总体概况、教学课程、科研工作、导师队伍、管

理服务 5 个维度 23 个具体指标来评析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满

意度。调查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结果分为 5个级别：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分别

计 5、4、3、2、1分。在正式发放调查问卷前，为确保问卷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分析检验，检验结果

显示六个维度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均高于 0.8，说明问

DOI:10.12238/jief.v6i12.11468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 ISSN: 2705-120X（O） EISSN: 2705-1196（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卷的信、效度较高。总体来说，问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3 数理统计法 

将收集到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整理，利用 Excel 软件和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最终得到的结果绘制成

表格。 

表 1  艺术硕士研究生对教育总体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n=1715 

选项 平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差异（P） 

教学课程 4.049 0.89 0.055 

科研工作 3.72 0.56 0.041 

导师指导 4.417 1.11 0.042 

管理服务 3.533 0.52 0.065 

教育总体满意度 4.001 0.73 0.057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满意度 

通过对艺术硕士研究生对学校在教学课程、科研工作、导

师指导、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总体满意度。该总体

满意度对衡量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给予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

结果显示，艺术硕士研究生对教育总体满意度达到 75.1%，不

满意者占 4.2%，总体来说，艺术硕士研究生对高校教育的满意

度较高。 

根据表 1显示，在教学课程、科研工作、导师指导、服务

管理 4个方面中，艺术硕士研究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最高，

平均值达到 4.417。其次是教学课程，为 4.049。科研工作和

管理服务相对次之，管理服务最低，仅有 3.533，说明高校管

理服务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同时，表 1

显示，艺术硕士研究生对学校的教学课程、服务管理的满意度

以及总体满意度无显著差异，P>0.05；学生对学校的科研工作、

导师指导存在显著差异，P<0.05。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因为政

策偏向性以及不同高校对于艺术学科的重视度存在差异，专业

艺术院校相较于其他综合性高校在教学课程和导师指导等方面

的满意度更高，在管理培养过程中容易产生相对不平衡现象。 

2.2 各维度满意度情况 

表 2  艺术硕士研究生各维度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n=1715 

调研内容 选项 平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差异（P） 

教学环节 3.873 0.71 0.057 

课程总量 3.752 0.99 0.039 

实践性 3.781 0.62 0.034 

前沿性 3.883 0.76 0.041 

教学效果 4.068 0.78 0.075 

对教学课程满意度调查统计 

考核方式 4.309 0.94 0.093 

学术含量 3.614 0.67 0.051 

创新能力 3.841 0.67 0.091 

学术素养 4.087 0.78 0.076 
对科研工作满意度调查统计 

就业竞争力 3.803 0.46 0.041 

教学水平 4.084 0.77 0.067 

科研能力 4.047 0.75 0.072 

道德品质 4.536 0.46 0.116 
对导师队伍满意度调查统计 

敬业精神 4.182 0.89 0.085 

2.2.1 教学课程满意度 

教学课程是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培养方

案的关键要素。问卷分别从教学环节、课程总量、实践性、前

沿性、教学效果和考核方式 6个方面考量艺术硕士研究生对教

学课程的评价。艺术硕士研究生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考核方式

满意度更高，均在 4分以上；对课程的教学环节、总量、实践

性、前沿性的满意度相近，约 3.8 分，可见多数艺术硕士研究

生对教学课程表示认可，但课程仍具备提升空间。 

对于教学课程的课程总量、实践性、前沿性的满意度存在

显著差异，P<0.05。通过访谈和研究，发现各学校的师资力量

不同，并且不同教师所研究方向的侧重点也会存在差异，如有

的教师更偏向于理论化研究，其学生的学习也会更注重理论

性，而缺乏一定的实践参与；学校教育是理论研究和社会经验

的整合编辑，相较于飞速发展的社会，学校中获得的知识成果

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和滞后。 

2.2.2 科研工作满意度 

在研究生受教育期间，研究生不仅有义务学习课程，提升

理论素养，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科研工作，锻炼科研实践

能力。问卷从科研工作的学术含量、创新能力、学术素养、就

业竞争力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艺术硕士研究生对科

研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 69%，由此可见，大多数艺术硕士研究

生对学校科研工作较为满意，但满意程度仍不算特别高。针对

于这一现象，经访谈发现，部分高校及教师缺乏科研资源，从

而导致研究生人均资源不足，较为明显的是，院校层次与学生

科研参与度呈正相关的关系，院校层次越高，学校科研工作的

质与量就会越高，从而学生对科研工作的满意度越高。这一现

象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专业，每一专业也都普遍存在。 

在科研工作的 4各方面中，满意度最低的是学术含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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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6 分。不难看出，艺术硕士研究生所参与的科研项目数量

并不少，但质量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艺术硕士研究生对科

研工作提升创新能力、学术素养、就业竞争力的满意度较高，

均达3.8分以上，参加科研工作是使学生不断进步成长的过程，

艺术硕士研究生普遍认为从事科研工作能使自身综合能力得

到提升，其中，对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P

＜0.05。有一部分学生就业指向并不明确，其科研动机专注于

学术研究，对科研工作对就业竞争力的影响尚没有直接性的考

虑。 

2.2.3 导师指导满意度 

艺术硕士研究生对导师队伍的满意度很高，在4个方面中，

导师的道德品质满意度最高，达到了 4.53 分，通过访谈得知，

大多数艺术硕士研究生都对自己的导师感到满意，只有极小部

分的学生认为自己和导师是“老板和雇工”的关系。其他的 3

个方面也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均在 4分以上。以上这些方面

能反应出当前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指导情况良好，基本能满足当

前艺术硕士研究生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访谈和调查发

现，近年来，在艺术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各个学校能适应时代要求，推出完善的指导政策，如“校内外

导师共同指导”、“第二导师”等模式，使得艺术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逐年提高。 

3.总结建议 
3.1 加强学科课程建设，注重课程的实践性和前沿性 

长期以来，研究生课程建设是培养研究生全面成长的必要

路径，是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基石。在研究生培养规模日益扩大

的背景下，重视研究生课程学习，优化研究生课程质量，已经

成为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必然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艺术硕士研究生对教学课程满意度较高，

但教学课程的实践性和前沿性仍有待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背景下，艺术硕士研究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理论

知识为基础，培养实践思维，积极投身于艺术实践，努力成为

理论基础深厚、实践能力强劲的创新型人才。在前沿性上，艺

术高校在设计教学课程时，除了要满足教学目标的实际性，更

应确保课程的前沿性，紧跟艺术发展时代前沿。同时，建立完

善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专业信息动态共享，推送艺术最新信

息，使得艺术硕士研究生能多渠道、多角度获取艺术前沿信息。 

3.2 从源头上把关科研项目质量，提升科研项目的学术含量 

科研工作是研究生教育阶段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参与科

研实践有助于提升研究生全方位的能力。研究发现，随着研究

生开始大量参与科研工作，科研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中间

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科研项目的学术含量参差不齐，研究成

果转化率低。因此，提升科研项目质量需从源头上把关，在做

课题时，研究生导师更应注重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教育职能。

同时，高校需重视完善科研事业评估制度，不再停留于数量化

和形式化，更多地关注于项目质量和科研成果转化，促进高等

院校的科研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3.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导师育人制度 

研究生导师是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科学研究的引路人，

是决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在目前所实行的导师负责

制的高校研究生培养制度体系下，研究生导师队伍深层次建设

是研究生高质量培养的重要保证，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的理论水

平和实践能力，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倡导科学的学术评议制度，谨记为人师表和自我约束，恪守学

术规范，做好育人工作，同其他导师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完

善研究生导师育人体制，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深化改革，不仅

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培养，对于创新型人才建设和国家创新

发展也有深远影响。随着研究生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建设高

质量研究生导师队伍、培育时代英才意义重大，虽导师队伍建

设的路还很长，但在社会变革发展，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的背景下，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3.4 着力解决研究生的实际问题，建设高质量教学场所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艺术硕士研究生

教育应深入研究生群体，倾听学生心声，树立服务型高校理念，

着力解决研究生的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艺术硕士研究生

的自身权益。建设艺术硕士研究生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突出

重点，多办实事，进一步加强后勤管理与服务，提高管理人员

的工作能力，形成优质高效的管理与服务体系，从而提升艺术

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满意度。 

另一方面，政府和高校应重视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

质量的教学场所，将学校自身及周边环境建设纳入城市发展规

划，围绕学校建设其他优秀文化设施，使学校形成和谐健康的

物质、精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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