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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总体情况

• 本科教育满意度+高职教育满意度

• 2021年新增研究生教育满意度

• 第一轮：2016年5月，31省市实施调查

• 第二轮：2018年5月，31省市实施调查

• 第三轮：2021年5月，31省市实施调查



一、如何理解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



（一）理论模型

借鉴顾客满意度理论模型和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理论，构建了我国高等教育满意度

理论模型，具体包括教育总体满意度、教育质量满意度、教育公平满意度、教育环境

满意度和教育期望值五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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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假设

• 理论关系假设：

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环境分别对总体满意度有直接正向影响，

教育期望值除直接对总体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外，还通过教育质量、教育

公平、教育环境三个变量对总体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三）指导思想

•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关注教育获得感；

• 以教育改进为指向，关注教育要素；

• 以决策参考为特征，关注政策落实。



（四）问卷设计
• 教育期望：

总体期望；对本校的期望；个体需求期望。

• 教育质量感知：

人才培养；课程组织；教师教学。

• 教育公平感知：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 教育环境感知：

学校管理；校园文化与环境；学校资源。

• 教育总体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与期望比较的满意度；教育信心。



二、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



（一）调查范围

•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5所高校

本科：335所（研究生：136所）

高职：170所

• 调查对象：毕业年级的学生以及在岗教职工

社会公众



（二）抽样方案

按照院校类型、在校生人数以及区域高等教育规模，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和目的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 保留上一轮调查的抽样高校，共356所；

• 根据教育部重点工作安排，新增抽样高校149所。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505所高校

81580名学生

30690名教师



• 各省份学校数量的确定

分别抽取本科和高职院校的12%入样，同时根据各省份普通高校

数和在校生规模进行调整。

对本科或高职院校数量比较少的省份，每类最少抽取4所高校

（如果少于4所，则全部入样）。



• 各高校样本数的确定

本科：

抽取学生140人/校，教师50人/校；

研究生：

抽取学生80人/校，教师40人/校；

高职：

抽取学生140人/校，教师50人/校。



• 校内学生及教师样本抽取方法

教师：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抽取方法

学生：

按照院系人数比例进行等距抽样

具体操作方法见技术培训及技术手册。



（三）调查方式

手机

电脑



（四）问卷修订

《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问卷2021》，分为本科版、高职版和研

究生版三个版本。课题组在政策解读、认知访谈、试调研等基础上对调

查问卷进行修订完善。



（四）时间安排

• 5月19日-5月25日：校级调研员实施抽样

• 5月26日-5月27日：抽样名单上报省级联络员

• 5月28日-6月13日：组织填写问卷

• 6月-7月：项目组清理、统计数据，数据反馈省级联络员

• 8月-12月：撰写报告（总、分）

• 9月-10月：项目组提交咨询报告



（五）数据使用说明

后续使用：

• 原始数据可返回给各高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使用；

• 课题组以区域和全国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 数据分析结果不进行任何排名和比较；

使用目标：

• 广泛了解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

• 考察区域高等教育的质量，找出并发现问题；

• 诊断院校育人全过程，发现问题，寻求改进。



合力推进高教满意度调查

共同抒写教育得意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