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研究

新世纪以来，国家在政策层面明确了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把农村教育

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1]。比较突出的做法有：2006年在《义务教育法》中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财政保障新机制；2007年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课本费，提供家庭困

难寄宿生生活补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农村中小学

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中小学现代

远程教育工程”等一系列惠及农村家庭的计划；等等。在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屡次提及农村

义务教育工作，例如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提到“要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总体呈

现出向好的发展态势[2]。但是，农村义务教育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作为最具有发言权的农村义务教

育对象——学生的家长们对农村义务教育各个方面是否满意？他们是如何评价农村义务教育的？

农村义务教育还有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了解和掌握这些情况对改善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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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是衡量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

文以江苏省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进行分

析，萃取出农村义务教育满意度评价的四个公共因子，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村义务教

育满意度评价的指标体系。结果显示，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不容乐观，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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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在今后制定更适宜的教育政策、对推进新时期义务教育的城乡一体发展

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义务教育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或者说公共服务。从逻辑上说，教育满意度是与公众对公

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一脉相传的[1]。事实上，从学术界关于农村公共物品满意度的研究

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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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研究来看，关于义务教育满意度的研究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满意度的研究甚少，为本

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目前学者主要分析了人口学因素对义务教育满意度

评价的影响，而实际上义务教育中涉及到的教育质量、教学方式、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管理水平等因

素都会影响到义务教育的满意度水平，这些方面对义务教育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可作进一步

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公共物品满意度的研究已经运用了因子分析法等多种定量研究方法，而

义务教育满意度由于其研究起步较晚，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因而可借鉴公共物品满意度研究的相

关方法。鉴于此，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

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研究方法

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是个总体概念，具体来讲它包括了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育教学

水平、师资队伍、管理水平、办学条件、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而这每一块下面又可以细

化为很多方面。笼统地调查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整体满意度难免太过简单，难以全面、有效地反

映家长的意愿。通过细化农村义务教育的具体内容，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义务教育的真实情况；但细

化又会导致数据的庞杂和信息维度过大的问题，因而需要借助降维工具进行数据处理[1]。本文采用

因子分析法分析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

因子分析法是将众多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进行合并、综合，用较少的几个相对独立的综合变量

（即因子变量）来描述，从而通过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有变量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因

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Xi= ai1F1 + ai2F2 + … + aimFm + εi ( i=1, 2, …, p; j=1, 2, …, m )
其中Xi是原有的变量，共有p个；Fj是公共因子，共有m个；aij是因子载荷，表示第 i个原有变量和

第 j个因子变量的相关关系；εi是特殊因子，表示原有变量不能被因子变量所解释的部分[2]。

2.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

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家庭年均收入等；第二部分是被调查对象对农村义务教育

的总体满意度评价；第三部分是被调查对象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具体方面的满意度评价。结合已有的

研究并根据近年来我国以及江苏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规划，从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校管理、教

育教学、教育均衡这5个方面设计了22个具体的测量指标。在测量过程中，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
5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

太满意”、“一般”、“比较满

意”、“很满意”。具体的满意

度评价指标如表1。
3.样本情况

研究所用的数据资料来

源于2015年1-3月春节期间

对江苏省农村的实地问卷调查。本次调查范围为江苏省13个市（连云港、盐城、徐州、淮安、泰州、南

表1 农村义务教育满意度评价指标

变量
办学条件
师资队伍
学校管理
教育教学
教育均衡

测量指标
校舍建设、学校规模、教学设施、校园环境
教师学历、师生比、骨干教师比例、专任教师比例
管理水平、规章制度、考核体系、文化建设
教学质量、教学方式、课业负担、课程设置、素质教育
就近入学、入学机会公平、均衡编班（学校分班安排上是否体现公平）、
教育资源均衡状况（包括学校之间硬件、软件等的均衡）、政府政策

[1]李伟、燕星池、华凡凡：《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公共品需求满意度研究》，〔西安〕《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年第 5
期。

[2]宋志刚等：《SPSS16实用教程》，〔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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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宿迁、扬州、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常州）。从每个市里按照人均GDP选取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中

等的县，每个县随机抽选2个乡，每个乡随机抽选3个村，每个村发放10份问卷（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剔

除孩子在城市上学的家长）。共发放问卷780份，回收有效问卷729份，有效回收率93.46%。问卷调

查对象为学生家长，其中小学阶段学生家长占 59.5%，初中阶段学生家长占 40.5%，年级分布大致均

衡。问卷调查内容为农村义务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师资队伍、管理水平、办学条件、教学水平、教育

均衡发展等。

在被调查的样本中，男性占 48.3%，女性占 51.7%；平均年龄 36岁，最小年龄 24岁，最大年龄 49
岁；文化程度分布中，小学及以下占20.7%，初中占40.3%，高中或中专、职高占27.7%，大专及以上占

11.3%；职业分布方面，农业劳动者占34.7%，农村管理者占4.9%，农村智力劳动者（包括医生、教师、

农技员、文化工作者等）占4.9%，乡镇企业职工11.8%，农村私营企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占21.5%，外出

务工人员9.9%，其他人员占12.2%；家庭平均年收入5.94万元，最低年收入0.3万元，最高年收入500
万元。

三、家长满意度因子分析

1.信度检验

本次调查所用的问卷是自行设计的，在深入分析之前首先要对问卷的品质进行检验，从而保证

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常信度检验用Cronbach’s α系数来评价，当α>0.8时，表示问卷的信度很

好。科莱福德提出Cronbach’s系数小于0.35时可靠性较低，在0.35和0.7之间可靠性一般，大于0.7时
可靠性较高[1]。在运用SPSS19.0进行信度检验后发现Cronbach’s α系数为0.951，说明问卷的可靠性

较高。

2.家长总体满意度分析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在被调查的所有家长中有48%的家长对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评价是一般；

有 33.2%的家长对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评价是比较满意；有 4.7%的家长对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评

价是很满意；有 13%的家长对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评价是不太满意；还有 1.1%的家长对农村义务

教育的评价是很不满意。其中，一般及以下的比例达到 62.1%，可见农村义务教育还有很多需要完

善的地方。

3.影响农村义务教育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1）Bartlett和KMO球形度检验。原始变量（即农村义务教育满意度测量的各具体指标）是否适

合作因子分析可以根据Bartlett和KMO球形度检验来判断。经检验，原始变量的KMO检验值为0.950
（>0.7），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000（<0.001），表示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作因子分析。

（2）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4个公共因子（F1、F2、F3、F4），见
表2。方差贡献率是衡量公共因子重要程度的指标。从

表2中可知公共因子总方差贡献率达到70.426%，说明公

共因子能较好地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其中，第一个公

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大，为50.671%，是最重要的影响

因子；其次是第二个公共因子；接着是第三个公共因子；影响最小的是第四个公共因子。

（3）因子旋转分析。公共因子与原有变量指标的关联程度由因子载荷值表示，因子载荷值越大，

表2 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公共因子
F1
F2
F3
F4

特征值
11.148
2.198
1.128
1.020

方差贡献率
50.671
9.992
5.128
4.635

累计方差贡献率
24.970
41.581
57.071
70.426

[1]蒋丽芹、吴宝泰：《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公众满意度研究——以江苏无锡为例》，《哈尔滨商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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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因子包含相应原始标量指标的信息量越多[1]。

采用正交旋转中的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

旋转，旋转在 5次迭代后收敛。经过旋转后，公共因

子变量含义更加清楚。从表3可见，第一个公共因子

在教师学历、师生比、骨干教师比例、专任教师比例、

考核体系、文化建设、管理水平、规章制度上的载荷系

数较高，反映了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情况；第二个公

共因子在入学机会公平、均衡编班、政府政策、教育资

源均衡、就近入学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反映了教育均

衡情况；第三个公共因子在教育方式、课业负担、教学

质量、课程设置、素质教育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反映了

教育教学情况；第四个公共因子在校舍建设、学校规

模、校园环境、教学设施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反映了办

学条件情况。所有变量的共同度及公共因子对变量

的载荷均大于0.5（见表3），显示出良好的区别效度和

聚合效度。

（4）因子得分分析。利用SPSS19.0软件采用回归

法统计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 4。根据因子得

分，因子变量可以表示为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

F1=- 0.102X1- 0.090X2- 0.130X3-
0.076X4 + 0.177X5 + 0.194X6 + 0.193X7 +
0.250X8 + 0.262X9 + 0.257X10 + 0.233X11 +
0.207X12- 0.070X13- 0.067X14- 0.090X15-
0.109X16- 0.126X17- 0.075X18- 0.020X19-
0.064X20-0.029X21-0.033X22，F2、F3、F4以此

类推。根据表2的方差贡献率，将各公共

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

重作为权重来计算综合得分F综：

F 综 =0.7195F1 + 0.1419F2 + 0.0728F3 +
0.0658F4

由此算出综合得分和总排名，见表4。
4.因子分析结果的解释

（1）公共因子的解释。如表 2所示，

22种农村义务教育具体方面的满意度最

终在4个公共因子上得以反映，表现了家

长在农村义务教育满意度评价上具有明

显的聚合特征。其中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50.671%，教育均衡因子的方差贡献

率为9.992%，教育教学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5.128%，办学条件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4.635%。这表示

农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中的很大部分是由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满意度来进行解释的，显示出家长

表3 旋转成分矩阵表

原始变量
教师学历X1

师生比X2

骨干教师比例X3

专任教师比例X4

考核体系X5

文化建设X6

管理水平X7

规章制度X8

均衡编班X9

入学机会公平X10

政府政策X11

就近入学X12

教育资源均衡X13

教学方式X14

课业负担X15

课程设置X16

教学质量X17

素质教育X18

校舍建设X19

学校规模X20

校园环境X21

教学设施X22

F1

0.797
0.787
0.764
0.737
0.722
0.694
0.691
0.688
0.190
0.150
0.193
0.188
0.120
0.370
0.268
0.302
0.388
0.392
0.313
0.283
0.362
0.316

F2

0.173
0.148
0.230
0.202
0.236
0.175
0.187
0.127
0.843
0.839
0.774
0.755
0.685
0.179
0.160
0.222
0.181
0.201
0.109
0.209
0.200
0.202

F3

0.238
0.246
0.244
0.232
0.274
0.257
0.305
0.330
0.119
0.154
0.195
0.048
0.195
0.756
0.727
0.720
0.648
0.645
0.171
0.297
0.261
0.275

F4

0.236
0.264
0.163
0.228
0.248
0.287
0.218
0.274
0.111
0.136
0.072
0.180
0.122
0.223
0.200
0.185
0.299
0.288
0.782
0.713
0.696
0.694

共同度
0.698
0.751
0.721
0.724
0.673
0.653
0.661
0.772
0.777
0.722
0.690
0.713
0.693
0.694
0.791
0.693
0.666
0.537
0.641
0.769
0.773
0.680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法为具有Kaiser标
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表4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原始变量
教师学历X1

师生比X2

骨干教师比例X3

专任教师比例X4

考核体系X5

文化建设X6

管理水平X7

规章制度X8

均衡编班X9

入学机会公平X10

政府政策X11

X

11

X
10

X

11

X

11

X

11

X

11

X
11

X

11

X
11

X

11

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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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师资队伍和学校管理的重视程度较大。而我们在问卷最后问及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最关注的是

什么”时，教师素质被列为第一位，和这里的结果也相吻合。确实，教师作为学校的教学主体，对学生

的思想知识行为等各方面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教育均衡因子和教育教学因子在解释农村义务教

育家长满意度方面占据了第二重要和第三重要的位置，这两个因子和第一个因子一起构成了农村义

务教育的软件因子。而处于最末位的办学条件因子则属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硬件因子。由此可见，农

村义务教育家长满意度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村义务教育的软件因子来进行解释的，较小部分是有硬件

因子来解释的。这说明，随着义务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软件因素有更高的

要求，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中可进一步带有针对性地加以考虑。

（2）因子综合得分的解释。首先，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因子F1涵盖了教师学历、师生比、骨干教

师比例、专任教师比例、考核体系、文化建设、管理水平、规章制度这八个具体方面。教师学历、师生

比、骨干教师比例、专任教师比例这四个具体变量的得分排名分别在第19、18、21、16位，排名较后，反

映了家长对师资队伍评价较低。而这其中又以骨干教师比例这个变量的排名最后，且在所有22个变

量中居于倒数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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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方差最大，达到50.671%；教育均衡因子次之，接着是教育教学因子以及办学条件因子。这说明

农村义务教育中的软件因子尤其是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在解释家长总体满意度上贡献较大，而农村

义务教育中的硬件因子（这里指办学条件）在解释家长总体满意度上贡献较小。政府在农村义务教

育供给中尤其要考虑软件方面的因素。

就农村义务教育的具体方面来讲，其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由

于政府自身对农村校舍建设、学校规模、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等硬件办学条件方面的供给具有较大的

力度，硬件方面基本上满足了家长的要求，获得相对适中的评价。其次，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软件因

素方面的态度较为复杂：对教育均衡、素质教育近年来取得的改革成绩表示肯定，但在个别指标如教

育资源均衡方面仍有进一步提高的需求；对学校管理方面的评价尚可；对师资队伍和教育教学方面

的评价较低，尤其是骨干教师比例、教学质量评价最低。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政府要关注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实际需求，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软件方面

的投入，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总体满意度。首先，调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薪酬水平，建立教师

成长服务平台，完善优秀教师、骨干教师的动态均衡配置机制，实现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在区域、城乡

和校际的流动，从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骨干教师、优秀教师比例。其次，深化教学改革，更新教

学观念，努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教育部门多为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提供校外学习、培训和交流的机会，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此

外，制定课业负担的监督、检查和问责机制，严格控制课业量。第三，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

费投入，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早在2012年江苏

省就颁布了《县（市、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要指标》，在其后的每一年教育部门工作要点中基

本也都会涉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容，但时至今日很多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例如教育经费的分

配多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倾斜；确保教育起点上的机会公平，所有学校均衡编班，不分快慢班、重点

班等；推动教育资源在城乡、校际的流动、共享，消除城乡校际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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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arents’Satisfaction
with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 Centering on Jiangsu Province
Qi Xiaoming

Abstract: Parents’satisfaction with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a key indicat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data from Jiangsu Province,
applies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approach parents’satisfaction with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extracts
four common factors of appraisal, and constructs a system of indicators of appraisal of parents’satisfaction
with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s’satisfaction is so negative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since the software factor in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contributes to parents’overall satis⁃
faction, the government can develop further the software especially like teachers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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