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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理工大学 2020 届毕业生对教育教学满意度 

调查分析报告 

 

项目组织：长沙理工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小组 

执行单位：评估中心、教务处、学工部、教学院系、麦可思、金智 

调查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6 月 21 日 

数据分析及报告执笔：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为加强学生对教育教学的评价，做好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把握我

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状态，不断改进我校的本科教学工作和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在各教学院系、毕业生的大力支持下，评估中心开展了 

2020 届本科毕业生教育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形成了本调查报告。 

一、调查内容及统计说明  

本次问卷涉及 4 个调查维度，25 个评价指标。第一部分为学生

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毕业生对专业设置的满意程度，共 8 个评价

指标；第三部分为毕业生对对课程教师的满意程度，共 7 个评价指标；

第四部分为毕业生对对实践教学的满意程度，共 6 个评价指标；第二

部分为毕业生对教学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共 4 个评价指标；最后为

学生对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

表，每个评价指标设有很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5 个满意度等级（调查问卷见附件 1）。 

为便于统计分析，问卷中赋予每个评价指标分值为 4 分，总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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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00 分。统计时对各评价指标的满意度等级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进

行量化分值处理：很满意得分=指标分值×1，满意得分=指标分值×

0.8，基本满意得分=指标分值×0.6，不满意得分=指标分值×0.3，很

不满意得分=0 分。评价指标满意度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1

i i

i

s

M S


项目满意度得分 （i 表示满意度等级，i=1 为很满意，i=2

为满意，i=3 为基本满意，i=4 不满意，i=5 为很不满意； Mi表示满

意度 i 所对应的满意率，如 M 1 表示选择“非常满意”的毕业生比

率；S i 表示满意度等级 i 所对应的得分，如 S1 表示很满意得分）。

各维度的满意度得分为其包含的所有评价指标满意度得分的总和。如

专业设置这个维度的满意度得分，即第 1-8 项的评价指标满意度得分

的总和。  

计算各评价指标或维度满意度得分占相应总分的百分比，并将其

作为该评价指标或该维度的相对满意度。相对满意度达到 90%及以

上，视为毕业生对该评价指标或维度的满意程度特别高；相对满意度

在 80%-90%间（包括 80%，下同），视为毕业生对该评价指标或维

度的满意程度较高；相对满意度在 70%-80%间，视为毕业生对该评

价指标或维度的满意程度一般；相对满意度在 60%-70%间，视为毕

业生对该评价指标或维度的满意程度较低；相对满意度低于 60%，

视为毕业生对该评价指标或维度的满意程度特别低。 

 

二、各教学院（系）学生参与情况 

我校 2020 届本科一次毕业学生共有 6962 人（含城南学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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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查采用网上调查的形式，有效问卷 5465 份（含城南学院，见表

1），其中男生 3365 份，占 61.57%；女生 2100 份，占 38.43%。参与

学生数占学校毕业生总数 78.50%，涵盖了所有院系和专业 2020 届

本科毕业生（注：城南学院学生按专业计入相应教学院系，未单独统

计）。 

表 1 各教学院（系）毕业生参与情况一览表 

 

 

 

 

 

 

 

 

 

 

序号 教学院（系） 参与学生数 所占比例（%） 

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679 12.42% 

2 土木工程学院 647 11.84% 

3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 323 5.91% 

4 水利工程学院 312 5.71% 

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714 13.06% 

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419 7.67%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457 8.36% 

8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445 8.14% 

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374 6.84% 

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83 1.52% 

1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50 2.74%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3 1.70% 

13 建筑学院 75 1.37% 

14 文学与新闻系 75 1.37% 

15 法学系 136 2.49% 

16 外国语学院 154 2.82% 

17 设计艺术学院 253 4.63% 

18 国际学院 7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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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本科教育教学满意度总体情况（样本数=5465） 

统计分析显示，本届毕业生对在校四年教育教学总体满意程度评

价中，很满意占 42.08%，满意占 39.16%，基本满意占 17.04%，不满

意占 1.47%，很不满意占 0.25%，总体满意率达到 98.28%，相对满意

度达到 83.66%（见表 2），说明本届毕业生对我校本科教育的满意程

度处于较高水平。 

本次调查毕业生对四个维度的相对满意度均大于 80%，依次为课

程教学 85.71%、实践教学 83.79%、基础设施 83.66%、专业设置 81.77%

（见图 1、图 2）；对四个维度评价为“基本满意”及以上（即很满意、

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毕业生比例均在 97%以上。 

表 2  毕业生对本科教育教学满意度一览表 

评价

维度 
评价指标 满意率（%） 指标得分 指标分值 

相对满意度

（%） 

专业

设置 

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 98.76% 3.35  4.00  83.80% 

所学专业的发展特色。 98.30% 3.32  4.00  82.89% 

所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97.00% 3.24  4.00  81.01% 

所学专业的未来前景和发展。 96.32% 3.22  4.00  80.52% 

所学专业对学生的学业规划和指

导。 
97.61% 3.26  4.00  81.53% 

所学专业培养方案所设定的知识

体系和课程结构。 
97.51% 3.25  4.00  81.30% 

所学专业的总学分要求和各学年

学分分布。 
97.53% 3.26  4.00  81.39% 

所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设置的合

理性及实效。 
97.49% 3.27  4.00  81.70% 

小计得分 97.57% 26.17  32.00  81.77% 

课程

教师 

教师的教学水平。 99.38% 3.49  4.00  87.29% 

教师对本科教学的责任心。 99.12% 3.46  4.00  86.40% 

教师课堂教学的态度和精神风貌。 99.32% 3.46  4.00  86.39% 

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程度和效果。 98.63% 3.36  4.00  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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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维度 
评价指标 满意率（%） 指标得分 指标分值 

相对满意度

（%）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重知识、能力

和思维的培养的情况。 
99.02% 3.41  4.00  85.34% 

教师授课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的情况。 
98.83% 3.40  4.00  84.97% 

课程教学质量的总体满意程度。 99.26% 3.42  4.00  85.52% 

小计得分 99.08% 24.00  28.00  85.71% 

实践

教学 

专业实验教学效果、质量的满意程

度。 
98.50% 3.38  4.00  84.44% 

专业实训（或实习）安排的满意程

度 。 
97.38% 3.31  4.00  82.65% 

课程设计（或社会实践）安排的满

意程度。 
98.31% 3.35  4.00  83.71% 

对创新训练计划和创新实践班安

排的满意程度。 
97.78% 3.28  4.00  81.94% 

对实践教学中教师指导的满意程

度。 
99.06% 3.41  4.00  85.30% 

对实践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总体满

意程度。 
99.10% 3.39  4.00  84.72% 

小计得分 98.36% 20.11  24.00  83.79% 

教学

基础

设施 

学校教室对学生上课和学习的满

足程度。 
98.48% 3.36  4.00  84.12% 

学校图书馆对学生学习的满足程

度。 
98.31% 3.38  4.00  84.45% 

学校实验室对本科教学的满足程

度。 
97.55% 3.30  4.00  82.52% 

学校的各种实习、实训、创新训练

基地等对本科教学的满足程度。 
98.04% 3.35  4.00  83.65% 

小计得分 98.10% 13.39  16.00  83.68% 

总计得分 98.27% 83.66  100.00  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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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评价维度相对满意度示意图 

 

 

图 2  各评价指标相对满意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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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评价维度满意度情况 

1、评价维度一：学生对专业设置的满意程度 

本届毕业生对专业设置的满意率为 97.57%，相对满意度为

81.77%。8个评价指标为“基本满意”及以上的毕业生比例均在 96%

以上，相对满意度均在 80%以上，说明学生对我校专业设置情况总体

满意程度较高，但学生对专业设置的评价在四个维度中满意程度相对

最低。评价指标中，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未来前景和发展”，“所学专

业的发展现状”、 “所学专业培养方案所设定的知识体系和课程结构”

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学院或专业在进一步对接社会需求、优

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同时，应加强对学生专业

发展前景的宣传和引导，帮助学生尽早树立职业目标，加强专业自信。

该维度各评价指标满意度数据统计见表 3，示意图见图 3。 

表 3  毕业生对专业设置的满意情况 

序
号 

评价指标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1 
所学专业的培养
目标和能力要求。 

2257 41.30% 2170 39.71% 970 17.75% 59 1.08% 9 0.16% 

2 
所学专业的发展
特色。 

2169 39.69% 2165 39.62% 1038 18.99% 83 1.52% 10 0.18% 

3 
所学专业的发展
现状。 

2041 37.35% 2093 38.30% 1167 21.35% 151 2.76% 13 0.24% 

4 
所学专业的未来
前景和发展。 

2061 37.71% 2020 36.96% 1183 21.65% 182 3.33% 19 0.35% 

5 
所学专业对学生
的学业规划和指
导。 

2047 37.46% 2140 39.16% 1147 20.99% 111 2.03% 20 0.37% 

4 
所学专业培养方
案所设定的知识
体系和课程结构。 

2004 36.67% 2174 39.78% 1151 21.06% 121 2.21% 15 0.27% 

7 
所学专业的总学
分要求和各学年
学分分布。 

2003 36.65% 2199 40.24% 1128 20.64% 118 2.16% 17 0.31% 

8 
所学专业实践教
学环节设置的合
理性及实效。 

2044 37.40% 2210 40.44% 1074 19.65% 118 2.16% 1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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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毕业生对专业设置满意情况示意图 

 

2、评价维度二：学生对课程教师的满意程度 

本届毕业生对课程教师的满意率为 99.08%，相对满意度为

85.71%，是四个维度中满意程度最高的。7个评价指标为“基本满意”

及以上的毕业生比例均在 98%以上，相对满意度均在 84%以上，说

明学生对我校教师课程教学总体满意程度较高。评价指标中，学生对

“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程度和效果”，“教师授课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的情况”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教育部提出的“以本为本、四个

回归”对高校教师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课堂教学需要进

一步以学生为中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以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为导

向，彻底摒弃“单声道”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努力提升教育

教学能力和课堂教学效果。该维度各评价指标满意度数据统计见表 4，

示意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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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毕业生对课程教师的满意情况 

序
号 

评价指标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1 教师的教学水平。 2768 50.65% 2012 36.82% 651 11.91% 28 0.51% 6 0.11% 

2 
教师对本科教学

的责任心。 
2622 47.98% 2098 38.39% 697 12.75% 42 0.77% 6 0.11% 

3 
教师课堂教学的

态度和精神风貌。 
2579 47.19% 2154 39.41% 695 12.72% 31 0.57% 6 0.11% 

4 
教师教学方法的

创新程度和效果。 
2310 42.27% 2153 39.40% 927 16.96% 69 1.26% 6 0.11% 

5 

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注重知识、能力

和思维的培养的

情况。 

2484 45.45% 2101 38.44% 827 15.13% 42 0.77% 11 0.20% 

4 

教师授课过程中

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的情况。 

2434 44.54% 2126 38.90% 841 15.39% 56 1.02% 8 0.15% 

7 
课程教学质量的

总体满意程度。 
2398 43.88% 2289 41.88% 738 13.50% 29 0.53% 11 0.20% 

 

图 4  毕业生对课程教师满意情况示意图 

 

3、评价维度三：学生对实践教学的满意程度 

本届毕业生对实践教学的满意率为 98.36%，相对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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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9%。6个评价指标为“基本满意”及以上的毕业生比例均在 97%

以上，相对满意度均在 81%以上，说明学生对我校教师课程教学总体

满意程度较高。评价指标中，学生对“专业实训（或实习）安排的满

意程度”，“对创新训练计划和创新实践班安排的满意程度”的满意程

度相对较低。学生反馈意见中，也反映了学生对实验、实习及创新教

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实验课安排不够合理学生动手锻炼不够、实习

场所不能满足专业前沿知识学习需求等。因此需要专业进一步挖掘潜

力、合理安排，提高实践教学效果。该维度各评价指标满意度数据统

计见表 5，示意图见图 5。 

表 5  毕业生对实践教学满意情况 

序
号 

评价指标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1 
专业实验教学效
果、质量的满意程
度。 

2380 43.55% 2136 39.09% 867 15.86% 71 1.30% 11 0.20% 

2 
专业实训（或实
习）安排的满意程
度 。 

2244 41.06% 2084 38.13% 994 18.19% 123 2.25% 20 0.37% 

3 
课程设计（或社会
实践）安排的满意
程度。 

2292 41.94% 2142 39.19% 939 17.18% 79 1.45% 13 0.24% 

4 
对创新训练计划
和创新实践班安
排的满意程度。 

2100 38.43% 2118 38.76% 1125 20.59% 106 1.94% 16 0.29% 

5 
对实践教学中教
师指导的满意程
度。 

2454 44.90% 2145 39.25% 815 14.91% 37 0.68% 14 0.26% 

6 
对实践教学效果
和质量的总体满
意程度。 

2333 42.69% 2221 40.64% 862 15.77% 38 0.70% 1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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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毕业生对实践教学满意情况示意图 

 

4、评价维度四：学生对教学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 

本届毕业生对教学基础设施的满意率为 98.27%，相对满意度为

83.66%。4个评价指标为“基本满意”及以上的毕业生比例均在 97%

以上，相对满意度均在 82%以上，说明学生对我校教师课程教学总体

满意程度较高。评价指标中学生对“实验室”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

学生反馈意见中，同样对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基本教学设施提出

了要求，因此需要学校进一步加大投入，逐步完善教学基本设施建设。

该维度各评价指标满意度数据统计见表 6，示意图见图 6。 

表 6  毕业生对教学基础设施满意情况 

序
号 

评价指标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学生
人数 

占比% 

1 
学校教室对学生
上课和学习的满
足程度。 

2349 42.98% 2116 38.72% 917 16.78% 69 1.26% 14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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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图书馆对学
生学习的满足程
度。 

2419 44.26% 2093 38.30% 861 15.75% 75 1.37% 17 0.31% 

3 
学校实验室对本
科教学的满足程
度。 

2175 39.80% 2162 39.56% 994 18.19% 112 2.05% 22 0.40% 

4 

学校的各种实习、
实训、创新训练基
地等对本科教学
的满足程度。 

2283 41.77% 2186 40.0% 889 16.27% 87 1.59% 20 0.37% 

 

图 6  毕业生对教学基本设施满意情况示意图 

 

五、各教学院（系）毕业生满意度情况 

各院（系）毕业生满意程度得分统计分析结果来看，绝大多数院

系满意度达到较高（80%）以上。全校总体相对满意度为 83.66%，

满意度高于全校总体值的院系依次是材料学院、水利学院、土木学院、

化学学院、能动学院、电气学院、文新系、汽机学院、法学系、交通

学院。各院（系）毕业生相对满意度比较见表 7 和图 7。 

表 7 各教学院（系）毕业生相对满意度 

序号 教学院（系） 样本数 相对满意度（%） 

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679 84.28% 

2 土木工程学院 647 85.58% 

3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 323 84.34% 

4 水利工程学院 312 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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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教学院（系）毕业生满意情况示意图 

5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714 84.78% 

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419 85.02%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457 83.32% 

8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445 83.62% 

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374 85.44% 

10 数学与统计学院 83 81.60% 

1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50 82.95%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3 84.70% 

13 建筑学院 75 81.58% 

14 文学与新闻系 75 84.70% 

15 法学系 136 84.34% 

16 外国语学院 154 75.80% 

17 设计艺术学院 253 82.48% 

18 国际学院 76 82.58% 

19 学校总体相对满意度 5465 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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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意见与建议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到学生有效反馈意见 3790 条，超过半数的学

生通过问卷提出了对本科教育教学的有效改进意见与建议，或表达对

学校的肯定和感谢，以及对学校的美好祝愿。通过词频分析（见图 8），

除常用词外，希望、实践、老师、学生、课程、专业知识、教学方式、

教学质量、交流、实习、实际、研究、考试、工作、考研、创新、教

学资源、空调、网络等的关注度比较高。分别对关键词进行追踪，本

届毕业生反馈意见总结以下两个方面。 

 

图 8  毕业生反馈意见词频分析示意图 

（一）对教学方面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1.加强实践课程，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学生动

手能；实习和实践安排应与时俱进，尽量安排前往行业前沿的公司进

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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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开设一些专业性实用性更强的课程，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加

强专业知识及专业前沿教育，合理安排培养计划，定期更新培养计划。 

2.课堂学习内容应更深，更严格，老师应深入讲解专业知识，与

实际结合紧密一些，减少水课成分，让学生们多学点有用的东西。 

老师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专业课程教学同时要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注重学生的素质、能力培养和人格塑造。 

3. 建议丰富网络教学资源，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多多发展网上视频课，作为一种学习资料。今后可考虑发展线

上教学，以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共同发展。 

4. 学校考风考纪要加强，专业课程考核可以再严格一点，应加

大专业基础学科考试难度及深度，以此来提高学生们专业素养。希望

学校各学院能够以期末考试的严格程度做好期中考试的安排，题目的

难度适中。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鼓励用作品+汇报来代替传统的纸质试卷考

试。注重平时的过程性考核，而不是只看重最后的期末考试成绩。 

5. 希望在大一给学生明确专业以后可以从事哪些方向的工作，

这样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去了解努力。 

让学生了解到未来职业发展或学业规划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发展需求去开展教学和教学安排。 

 

 （二）对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1.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要多为学生着想，少一些形式主义，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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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切实关怀。 

2. 希望改善学校教学、教务服务器的稳定程度；网络教务管理

系统有待完善。 

3. 有些实验室实验设备少，且老旧。实验室的实验设备应定期

维护，整洁度上可以再完善。 

学校应该加大各种基础设施和实验学习基地的建设，在进行学习

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提高各个专业学习设备的资

金投入。 

4. 教室风扇太少，空调太少，希望教学楼可以增加空调教室数

量；希望可以扩大自习室的规模，减轻期末复习教室压力。 

5. 图书馆自习室座位不够，希望能增加图书馆的座位，建议设

置一个单独的背诵或朗诵室。 

6. 学校里打印店太少，不能完全满足打印需求。 

7. 最后，引用一位本届毕业生的留言与全校师生共勉： 

教育为百年之计，欲求百年枝繁叶茂，便需百年兢兢业业，蝇头

小利不足挂齿，乌烟瘴气不以为然，欲戴王冠不以为惧，虚名头衔不

屑一顾。我为长理学子，必以“博学力行，守正拓新”为纲领，践行

自我成就之路；师生同心，共铸百年辉煌！ 

 

 

            长沙理工大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2020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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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学生满意度调查问卷 

（2020届毕业生）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生教育教学质量，设计了本调查问卷。调

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将为我校进一步改进教育和教学工作，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提供重要参考，我们真诚希望能得到你的反馈和宝贵意见。感

谢你的配合和支持！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1.  您的性别是：（          ）   Ａ、男            Ｂ、女 

2.  您所在的学院是： 

3.  您所在专业是： 

 

第二部分：对专业设置的满意程度： 1-很满意   2-满意   3-基本

满意   4-不满意  5-很不满意 

1.  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    ） 

2.  所学专业的发展特色。（    ） 

3.  所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 

4.  所学专业的未来前景和发展。（    ） 

5.  所学专业对学生的学业规划和指导。（    ） 

6.  所学专业培养方案所设定的知识体系和课程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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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学专业的总学分要求和各学年学分分布。（    ） 

8. 所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设置的合理性及实效。（    ） 

 

第三部分：对课程教师的满意程度：1-很满意   2-满意   3-基本满

意   4-不满意  5-很不满意 

1. 教师的教学水平。（    ） 

2. 教师对本科教学的责任心。（    ） 

3. 教师课堂教学的态度和精神风貌。（     ） 

4. 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程度和效果。（     ） 

5.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重知识、能力和思维的培养的情况。（     ）

6. 教师授课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    ） 

7. 课程教学质量的总体满意程度。（    ） 

 

第四部分：对实践教学的满意程度：1-很满意   2-满意   3-基本满

意   4-不满意  5-很不满意 

1. 专业实验教学效果、质量的满意程度。 （    ） 

2. 专业实训（或实习）安排的满意程度 。（    ） 

3. 课程设计（或社会实践）安排的满意程度。（    ） 

4. 对创新训练计划和创新实践班安排的满意程度。（     ） 

5. 对实践教学中教师指导的满意程度。 （     ） 

6. 对实践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总体满意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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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对教学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1-不满意   2-基本满意   

3-满意   4-非常满意 

1. 学校教室对学生上课和学习的满足程度。（     ） 

2. 学校图书馆对学生学习的满足程度。（     ） 

3. 学校实验室对本科教学的满足程度。（     ） 

4. 学校的各种实习、实训、创新训练基地等对本科教学的满足程度。    

 

 对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选填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