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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通识人才培养效果的研究——以学生就业角度 

陈舜奇 王 泽 秦明宇 

(重庆大学) 

【摘 要】:现在的大学生锻炼能力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本文着眼于重庆大学通

识教育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以提升通识教育培养人才的目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大学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教授大学生基本、全面的社会常识，是帮助大学生建立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框架，使大学生形

成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更好地通过自己的常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独立思考。而当今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就业，因此通识教育针对就业能力提高的研究就很有必要性。本研究以重庆大学接受在校学生为对象，主

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评价对重庆大学通识教育的效果。通过不同专业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前后的

收获和评价，对比就业效果以及经济需求，分析通识教育课程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并提出一定的改进建议，提升

大学培养人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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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大学生锻炼能力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本文就着眼于通识教育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

响。20世纪 90 年代，我国众多高校开始实施文化素质教育。随着通识教育的深入开展，针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也不断展开。

通过查阅国内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的研究重点是针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具体设置与选择，较少对通识教育的实施效果

开展调查研究，而学生的就业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将从学生就业的角度来评估一下教育效果。 

1 研究过程 

本次问卷对重庆大学的本科学生发放，第一次发放问卷 170 份，回收 156 份，剔除无效答卷，得到有效问卷 148 份，回收

率达 91.8%，有效率达 87.1%。第二次对第一次得到数据的同学进行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131份，因此最终分析的结果基于这 131

份问卷。问卷中的 25项经济能力指标都是评估企业用人效果的，反应的是学生就业角度下对于学生素质的要求。 

然后本文将每一项经济能力指标的程度由很弱、较弱、一般、较强到很强赋予 1、2、3、4、5 的数值，数值越大代表能力

越强，然后再依据接受通识课教育前后的这 2 组数据来作一个对比分析。首先根据赋予的分值乘以人数乘以比例然后累加得到

该项经济能力的评估数值，变动率为接受通识教育后的能力评估数值加上接受通识教育前的能力评估数值然后除以接受通识教

育前的经济能力评估数值，得到的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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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接受通识教育前和接受通识教育后的两组就业能力评估数值用 SPSS17作一个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接受通识教育

后的就业能力评估数值的均值是高于接受通识教育前的，说明重庆大学通识教育对于学生的这些就业能力的提升是有一定作用

的，但是可以发现接受通识教育后的极小值变的更小了，抗挫折能力这一项反而出现了数值下降的情况，说明学生们认为重庆

大学通识教育对于抗挫折能力的作用不大，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接受通识教育后的能力评估数值的标准差 7.22491 大于接受通识

教育前的能力评估数值 4.73901，表明接受通识教育后的能力评估数值的波动性更大，通识教育对于不同就业能力的影响程度是

有所差异的。 

为了研究重庆大学通识教育对不同就业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将 25项就业能力的变化率作了一个等距分组，我们可以发现，

能力评估数值主要集中在 0.15～0.3 这个分段，在 0.3 以上的经济能力指标有适应能力、计算机技能、专业技能、敬业精神、

务实精神，说明在经过了通识教育后，这些就业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 0.15以下的能力指标有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外

语应用能力、诚实守信、抗挫折能力，说明通识教育对这些能力的提高比较有限，因此我们在后续通识教育的改进上可以更着

眼于这些“短板”。为了进一步评估重庆大学通识教育对就业能力的影响，我们将接受通识教育前后的 2个对照组做了一个配对

样本 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根据表 2 可以发现，P 值为 0，小于 0.05，所以我们可以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接受通识教育前后的两组

差异大，所以重庆大学通识教育的效果显著。 

2 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重庆大学通识教育对于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效果较好，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重庆大学通识教育

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外语应用能力、诚实守信、抗挫折能力的提升比较有限，因此重庆大学可以考虑在今后

的通识课程设置上更多地关注这些就业能力的培养，以弥补“短板”。 

通过研究发现，重庆大学通识课程对于学生知识面、知识深度和知识系统性的提升作用不够明显。一些课程设置过于简单

笼统，而一些通识课程所教授的知识又过于专深，对学生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的锻炼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对此，在设置通识

课程时，可采取分级制度。将一门课程划分不同等级，分别开设，从而提升重庆大学通识教育对于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效果。 

3 结语 

通识教育是培养人才十分有效的实现方式。在通识教育中，贯彻“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素质教育”。鼓励学生结合自

己实际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充分发展个性，博学多识；鼓励学生从难、从严、从自己实际出发自主选课，从而增强学生

学习主动性全面提高素质。通过研究的相关建议就可以有效提升重庆大学通识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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