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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城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

共享意向调查 ①

杨艳君，赵红梅，胡变芳，张谨华，杨晶
（晋中学院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 晋中０３０６１９）

摘　要：以山西大学城生物医学类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山西大学城高校学生在生物医学
类教学资源方面的共享意向。调查结果表明，山西大学城有关高校学生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共享需求高，而学校层面实

质存在共享程度低、对学生参与教学资源共享活动的引导力度不够等问题。通过学生意向调查、并借鉴其它大学城在教

学资源共享方面的经验，对建立合理的共享模式如互认学分、共享仪器设备等进行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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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研究以休斯理论［１］为代表。国内对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研究主要

包括针对高等教育资源共享内容、共享方式和共享问题不同地域的研究。虽然国内外有关大学城高等

教育资源共享的研究很多，但具体到生物医学类这种技术更新快、教学资源需求量大的特殊学科教育资

源共享方面可参考的资料却很少。山西大学城所处位置具有其特有的地域特点，且所进驻的１０所高校
中有２所医学类高校、３所拥有生物学或相关专业的高校。并且这３所学校在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共
享方面还是零水平，开展山西大学城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共享意向调查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可为未来

山西大学城相关学科类教学资源共享提供参考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问卷是在晋中学院、山西医科大学、中医学院这３所大学生物医学类专业的学生中进行的，以
他们作为大学生代表，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方式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

１．２　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大学城生物医学类教育资源共享情况、学生的看法与兴趣倾向三方

面，发放问卷１６０份，有效问卷１５５份。采用百分数数据差异性检验，比较每题选不同选项人数的百分
数数据差异。统计学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显著水平，以Ｐ＜０．０１为极显著水平判断标准。

２　调查结果及问题分析
２．１　学生基本信息调查分析

关于学生基本信息的调查，主要是从被调查者所在学校及所学专业、性别组成、所在年级等反映被

调查者基本情况着手调查的。此次被调查学生中，晋中学院１０３人，山西医科大学３１人，中医学院２１
人。此次调查中男生７１人，女生８４人。本次调查问卷所调查对象基本覆盖了山西大学城所驻高校中
生物医学类方面各专业学生，其中大二学生有３１．２５％、大三有３７．５％、大四有３１．２５％，由于大一新生
对大学城资源共享还未了解，所以没有提交答卷，而其他年级的学生参与比例相差不大。因此，问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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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此进行分析也具有很高的研究意义。

２．２　大学城生物医学类教育资源共享意向调查分析
在“您认为山西大学城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的共享状况如何”中，有９０．５％的同学选择了几乎没有

资源共享的选项，该百分数极显著的高于其它选项的百分数数据（Ｐ＜０．０１）。这说明在山西大学城对
于生物医学类资源共享方面还处于零水平。这与山西大学城刚建立，以及有些学校还没有完全完成搬迁

工作有关。在“您认为山西大学城中各大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中有８８．７％的学生选择了资源共享，大
学城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的选项，该百分数也极显著的高于其它选项的百分数数据（Ｐ＜０．０１）。这表
明学生的意向是非常愿意实现资源共享。而在随后的问题“在以下教学资源共享活动中，您最喜欢参加

哪种”中，有５６．２５％的学生选择跨校高水平讲座和５９．３８％的学生选择信息资源共享，选择其它教学资
源共享活动的学生所占比例较低，分析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对资源共享的理解还是有一

定的局限性；而另一方面学校在教学资源共享方面的引导远远不够，导致学生的选择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您认为山西大学城初建的主要目的是”的问题中，大家普遍认为是为了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探索新型大学形态，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使资源最优配置，还有一部分学生

认为是为了缓解市区人口交通的压力，可见学生对大学城的建设持积极态度。在“您认为大学城中的

高校是否有必要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实现共享”的问题中，有３７．５％的学生认为非常必要，有５９．３８％的
同学认为较为必要，合计有９６．８８％的学生认识到教学资源共享的重要性，且有９３．２５％的学生认为大
学城教育资源实现共享后，对学生大学阶段的学习有帮助。这表明学生对教学资源共享充满期待。

问卷针对学生对于几种教学资源共享活动的兴趣倾向也进行了调查，９６．８８％的学生希望在大学城
资源共享后，能共享外校图书资料，９３．７５％的学生在学校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其他院校
获得学习的机会。若可以跨校选修课程并获得学分，９３．７５％的学生希望选修，在最可能选择的选修课
程类型方面，４０．６３％的学生选择实用性的、带有职业技能的课程，２５％的学生选择专业类课程，１８．７５％
的学生选择满足自身兴趣的课程，１５．６２％的学生选择相对于自身专业，互补类课程。如果有跨校高水
平讲座或学校之间互聘高级教师授课或大学城内举办跨校科技文化活动，都有很高比例的学生愿意参

加。而在造成大学高校资源共享程度低的原因方面，学生各抒己见。４０．６３％的学生认为没有资源共享
的平台，２１．８８％的学生认为共享规划理念不到位，共享条件不足。这说明山西大学城各高校间还没有
建立一个可供资源共享的平台，同时学生对资源共享理念的认知水平也较低，对此各高校可以采取相应

措施，如定期开放实验室、邀请相关优秀教师跨校举办讲座以及大力宣传资源共享理念等，同时积极支

持各校间教学资源共享活动，此外，学生也可组建与教学资源共享有关的社团，以探索合适的教学资源

共享方式，并进行总结与改进。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生物医学类学生对教育资源共享有充分的认识，且对教学资源共享的活动多

样性充满兴趣，而学校在此方面的引导力度明显不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３　讨论与结论
从调查结果来看，山西高校新区各高校在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共享方面还有欠缺，主要是因为山西

大学城刚建立，学校对学生的引导力度不够，教学资源共享程度低等。但是也能看出学生对生物医学类

教学资源的共享充满期待，并且实现资源共享肯定是发展方向。为了能够加强高校间的合作，优化教学

资源的配置，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参考其他地方的大学城在教学资源共享方面的经验，并结合山西高校

新区拥有生物医学类教学资源的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后，对以后可能建立的教学资源共享模式提出４个
共享方向：实验教学资源共享、校外实习模式共享、精品课程共享和社团活动共享［２］。

总之，山西大学城作为我省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对于生物医学类这种技术

更新快、实验性强的学科，尤其应该考虑教学资源共享问题，积极探索合理的、具有创新思维的共享模式

来，以便以更合理、更高效的资源培养出优异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世纪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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