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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满意的课堂教学内容优化设计 ①

———以旅游地理学课程为例

刘锐
（巢湖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安徽 巢湖２３８０００）

摘　要：教学内容优化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旅游地理学》为研究对象，分析教学内容学生满意
度量表，探讨教学内容各因子的满意度均值和重要性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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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质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方向就是要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带动高校的全面深化改革［１］。作为教

学工作的重要环节，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信息、培养学生一定思想观念的主渠道［２］，是

高校教学最基本的组织活动形式［３］，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高校永恒的主题。

近些年来，高校招生规模日益增加，在此进程中出现了教师教学水平日益下降、学生综合素质普遍

降低的情况，使得课堂教学质量一再受到质疑，成为国内各大高校关注的焦点。高校教学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属于高校的软环境，学校的管理制度、教师的师德及责任心、教学能力、教学环境、教学手段、

教材的选用、教学内容的设计等因素都会对教学质量的度量产生影响，其中教师在整个教学中起着主导

作用。从古至今，教师地位倍受关注，《荀子大略》曰：“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古之学者必有师”，均

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４］。因此，如何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作为课堂教学质量重要

组成的教学内容属于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显性因素，可以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时完成，对教学内容合

理性进行评价，不仅可以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需求情况，而且可以不断更新教学内

容，满足学生需求，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本研究基于教学内容优化视角，以旅游地理学课程为研究

对象，从理论内容、专题案例研究、调查研究项目三个维度构建教学内容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探究学生

满意度与教学内容的关系，进而提出教学内容优化策略，以期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１　研究设计
旅游地理学是巢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选用的教材为保继刚和楚义芳编著的

《旅游地理学》（第三版）。根据教材中的课程内容安排，借鉴 Ｌｅｉｐｅｒ的旅游系统模型，并由教师根据课
本理论知识点设计切实可行的研究项目，初步设计调查问卷。最后，在现场深入访谈和征询专家意见的

基础上确定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两部分：一是影响学生满意度各因子的满意度量表；二是影响学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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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因子的重要性量表，两种量表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法（１～５分依次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
非常不满意）。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日针对巢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二年级本学期上课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１５６份，问卷有效比率为９７．４％。问卷回收后，利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２　数据分析
２．１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中可靠性分析功能对问卷数据进行检验。总量表和分量表的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
均在０．９以上，表明内部一致性较高，量表信度良好。满意度总量的效度检测结果 ＫＭＯ＝０．９２８，表明
各变量间的共同因素很多，效度检测通过。

２．２　样本满意度与ＩＰＡ相关分析
满意度和重要性因子的排序如表１所示。２３项因子的重要性均值和满意度均值均显示学生对其

评价较高。进一步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的方法探索各因子的重要性和满意度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以
判断学生对各因子的重要性和上完课之后的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表１　各因子的重要性、满意度排序与差异显著性分析

维度 评价因子
均值

满意度 重要性
差值 ｔ值

双尾显著

性概率

理论

内容

旅游地理学发展简史（Ｆ１） ４．２６ ３．２９ ０．９７ １３．３６１ ０．０００

旅游者行为研究（Ｆ２） ４．３７ ４．１１ ０．２６ ６．３９１ ０．０００

旅游流预测（Ｆ３） ３．５７ ４．２１ －０．６４ －６．７５９ ０．０００

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Ｆ４） ３．７４ ４．５４ －０．８０ －１０．５５０ ０．０００

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Ｆ５） ４．６９ ４．１３ ０．５６ ８．１９７ ０．０００

区域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Ｆ６） ３．７９ ４．３６ －０．５７ －９．６２３ ０．０００

城市旅游资源（Ｆ７） ４．３８ ４．７５ －０．３７ －４．４２１ ０．０００

城市游憩商业区（Ｆ８） ４．２９ ４．５４ －０．２５ －３．０６７ ０．０００

旅游环境容量（Ｆ９） ４．５４ ４．０２ ０．５２ ９．０３６ ０．０００

社区旅游（Ｆ１０） ４．１９ ３．３９ ０．８０ ８．７３４ ０．０００

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Ｆ１１） ４．１７ ４．５４ －０．３７ －４．２１５ ０．０００

专题

案例

研究

主题公园（Ｆ１２） ４．８８ ４．４９ ０．３９ ６．５７１ ０．０００

温泉旅游（Ｆ１３） ４．３９ ３．３９ １．００ １４．８５６ ０．０００

生态旅游（Ｆ１４） ４．５９ ３．７２ ０．８７ １２．０１５ ０．０００

乡村旅游（Ｆ１５） ４．７８ ４．０３ ０．７５ １１．２０７ ０．０００

事件旅游（Ｆ１６） ４．８４ ４．２２ ０．６２ １０．６１１ ０．０００

遗产旅游（Ｆ１７） ４．６１ ３．８７ ０．７４ ８．８９６ ０．０００

调查

研究

项目

合肥市大学生旅游动机调查研究（Ｆ１８） ４．６９ ３．９８ ０．７１ ９．１８８ ０．０００

大圩镇乡村旅游游客感知调查（Ｆ１９） ４．８６ ４．０４ ０．８２ １１．４３４ ０．０００

某旅行社２０１５年游客量预测（Ｆ２０） ４．０９ ４．５０ －０．４１ －５．００１ ０．０００

合肥农事节庆旅游资源评价（Ｆ２１） ４．７４ ４．２３ ０．５１ ６．９８２ ０．０００

紫薇洞４Ａ景区生命周期规律分析（Ｆ２２） ４．８９ ３．８３ １．０６ ２１．３２３ ０．０００

巢湖市特色购物步行街发展策略（Ｆ２３） ４．９１ ４．２４ ０．６７ １０．９９１ ０．０００

表１显示学生在开课前对教学内容２３个指标的认知与上完本门课程后的满意度在０．０１水平上均
存在显著性差异。将各指标均值标注在以重要性均值的中值和满意度均值的中值为象限分界交叉点而

构建的ＩＰＡ方格图上，如图１所示。其中，５项指标位于第一象限优势区，意味着学生对这些方面的教
学内容认知较高，教师的课堂教学也能让学生接受，满意度也较高。第二象限维持区有６项指标，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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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标，开课前学生认知度比较低，但课后学生满意度比较高，觉得学到很多知识。第三象限机会区

包括“旅游地理学发展简史”“社区旅游”和“温泉旅游”３项指标，学生的认知不大，主要原因一方面是
学生对历史缺乏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巢湖学院位于安徽省半汤温泉度假风景区，但学生对当地温泉景区

开发认同度低，由此产生的对社区旅游和温泉旅游方面认知的负面效应，并进而影响到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满意度。７项指标坐落于第四象限改进区，“区域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因子学生认知度较高，但由于
受教学条件限制，课堂教学缺乏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动态地图演示，导致学生满意度不高，课后征求学

生意见也发现学生对空间概念很模糊；受繁华城市景象的影响，学生对“城市旅游资源”“城市游憩商业

区”两项因子的认知度较高，但由于巢湖属于县级市，城市缺乏形象吸引、活动吸引、事件吸引、设施吸

引、文化吸引等城市旅游资源要素，同时核心要素也不具备，城市旅游组织与效率不高，故学生在周末去

市区游玩过程中难以形成城市旅游理论知识的实践感知；“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旅游开发的区域影

响”两项因子由于课时和经费限制缺乏相应的实践调查，学生普遍表现出对课堂上理论介绍和案例分

析的满意度不够；“旅游流预测”与“某旅行社２０１５年游客量预测”由于涉及到计量模型、时间序列模
型、人工智能方法等，难度较大，学生虽然学习兴趣较浓，但是由于受专业背景、数学功底等因素的限制，

对课堂内容接受程度很有限，导致满意度不高。教师可以安排一定的上机实验课，有重点地演示某一种

或几种模型构建过程。

图１　教学内容学生满意度的ＩＰＡ分析图

３　旅游地理学教学内容优化策略
本研究以旅游地理学课程为例，基于学生认知数据，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与ＩＰＡ法课堂教学内容优

化进行定量评价，结合ＩＰＡ分析结果，对旅游地理学课堂教学内容优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要抓住重点，突出难点。为实现培养目标，需要对教材内容做适当的取舍，除第一、二章外，每个

章节均介绍了一种规律或原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与规律或原理无关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与

删减，比如旅游者行为规律内容，介绍的是旅游者的决策行为和空间行为规律，所以把旅游者的界定、旅

游者的旅游动机部分内容做简单的解释即可；旅游资源评价内容，对旅游资源基本概念与分类作简单介

绍即可，重点讲述各种类型旅游资源评价方法。这些调整与删减的内容基本都是一年级学生在旅游学

课程讲述过的内容，所以又解决了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内容重复性的问题。对于城市旅游资源和主题公

园方面的内容，还可以配合录像演示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由于旅游需求预测和旅游环境容量

量测等章节的内容涉及到计算公式、模型，学生普遍觉得抽象难懂，教师在讲解时，应做到深入浅出，首

先让学生理解旅游需求和旅游环境容量的基本概念，然后掌握基本方法及其计算过程。

二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目前各种旅游新业态正成为引领旅游消费增长的重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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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教师要根据旅游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增加新兴旅游业态的相关知识，也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此外，还可以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部分实践教学环节，以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比如，教

师可以结合实验演示对某些比较抽象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这样不仅可以将知识点讲解透彻，而且也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是培养并检验学生创新能力的来源，通过实践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力。比如旅游地理学中提到分析资源的近邻效应有利于更加切实评价和开

发旅游资源，教师提出让学生结合各自家乡旅游资源的实际，分析其与周边景区在独特性和共性方面的

关系，进而提出开发策略；分析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可以让学生去巢湖边实地调查巢湖水环境状况，也

可以针对半汤温泉旅游开发的影响向当地居民发放问卷等。如这些方面都做到了，不仅增加学生的成

就感和满意度，而且也会促进学生创新的积极性。另外，在调研过程中，对学生社交、观察等综合能力的

培养也大有裨益。

四要利用探究式教学法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探究式教学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教材

为探究的基本内容，以学生自身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探究对象［５］，利用探究式学习法将知识内化为

能力［６］，最终形成文字报告。教师提出与教学内容重要知识点相对应的６个项目，每个项目均以实际案
例地为研究对象，项目研究对象包括合肥市、大圩镇、某旅行社、紫薇洞、巢湖市购物步行街等，这样不仅

能激发学生兴趣，还能够让学生有机会深入调查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研究项目维度的各项

因子基本位于第一、二象限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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