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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弄清单招学生和统招学生在心理健康、校内学习能力和表现上的差异,采用症状自评清单和问卷测评对本校

服装学院2014级5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单招学生有中等及以上心理问题的检出率略高于统招学生,统招

学生在理论学习上强于单招学生;在涉及到以实习、实训为主的顶岗实习和高级证书获取率上,单招学生比率要好于统招学

生,技能突出的学生比率也比统招学生高;单招学生喜欢参加第二课堂活动,在班团学生会干部比率上较统招学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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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服装学院为满足行业对技

能人才的需求,从2011年实施自主招生。截止2014
年10月学院共有在校学生1482人(不含成教生),其
中单招学生354人约占学院总学生人数的23.9%,统
招学生1182人约占76.1%。由于服装学院服装专业

采取的是单招学生和统招学生混合编班教育模式,因
此有必要对两种生源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态度、心理

健康、思想素质等进行比较分析,以利于提出相应策

略,促进服装设计专业两种生源学生同步学习,使教育

模式更加趋于完善和成熟。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服装学院2014级在校学生,实际有效问卷500
份,其中单招学生158人占31.6%,统招学生342人占

68.4%,年龄区间在16~20周岁。
1.2 服装学院学生情况调查

1.2.1 心理健康调查

采用症状自评清单SCL-90方法,包括躯体化、强
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意、恐惧、偏执、
精神病性、其他共计10个因子,对服装学院学生进行

一般心理健康测试,按五级评分制(1-5分)测评。
1.2.2 在校学习情况调查

针对服装学院2014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课成绩,以及顶岗实习和职业资格证书获得

等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服装学院单招学生和

统招学生的在校学习情况差异。
1.2.3 在校表现情况调查

从班团学生会干部,荣获各类奖、助学金,学校、学
院表彰,技能突出学生和受处分的学生比例等方面来

调查单招学生与统招学生的在校表现差异。

2 结果和分析

2.1 一般心理健康情况

2.1.1 检出率比较

表1是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与统招学生的

SCL-90得分情况。以3分为标准对存在中等及以上

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筛查,结果显示16名单招学生各

筛查因子得分≥3分的,占比10.13%;34名统招生各

因子得分≥3分的,占比9.42%。这表明单招学生有

中等及以上心理问题的学生检出率略高于统招生,但
两者的差异不大[1]。
2.1.2 各因子得分

由表1可看出,单招生在思想、感情及行为方面更

易表现出敌对、不友好等行为等,而统招生在人际关系

方面更加敏感,更易出现人际关系矛盾等;在除人际关

系敏感和敌对因子之外的其他所有因子上,单招生和

统招生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2.2 在校学习情况差异

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和统招学生的在校学

习情况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看出,服装学院2014级统招学生的公共

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平均分都比单招学生高1~6分,
而专业课、顶岗实习平均分要比单招生低大约3~4
分,且高级资格证书获取率也比统招学生高。这主要

是因为统招学生文化基础较好,在理论学习中强于单

招学生,其学习成绩略显优势;但在涉及到以实习、实
训为主的顶岗实习和高级证书获取率上,单招学生则

较高考统招学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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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与统招学生的

SCL-90得分比较

项 目 统招生 单招生 t
躯体化 1.36±43 1.37±45 -0.271
强迫症状 1.82±55 1.80±59 0.905
人际关系敏感 1.68±61 1.62±57 2.115*

抑 郁 1.48±52 1.46±55 0.658
焦 虑 1.50±52 1.49±54 1.019
敌 意 1.48±52 1.53±58 -2.476*

恐 惧 1.40±48 1.38±47 1.115
偏 执 1.46±50 1.45±51 0.405
精神病性 1.43±45 1.43±47 0.102
总均分 1.50±47 1.51±45 -0.475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2 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与统招学生在校成绩比较

项 目    单招学生 统招学生

公共必修课平均分/分 75.26 81.22
专业基础课平均分/分 77.97 79.13
专业课平均分/分 82.02 76.56
顶岗实习平均分/分 85.46 82.44
高级资格证书的获得率/% 15.29 12.78

2.3 在校表现差异

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和统招学生的在校表

现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与统招学生在校表现比较

项 目
单招学生比率

/%
统招学生比率

/%
班团学生会干部 28.32 20.70
荣获各类奖助学金 22.41 39.32
学校学院表彰  11.56 15.58
技能突出学生  2.35 1.08
受处分的学生比例 0.85 1.02

  从表3可看出,服装学院2014级单招学生在荣获

各类奖、助学金和学校、学院表彰方面都较统招学生比

例低,而在班团学生会干部和技能突出方面却较统招

学生的比例高;且受处分的单招学生也比高考统招学

生比例低,但差异不明显。这是因为单招学生理论学

习基础较弱,学业成绩较统招生差,从而使其获得各种

表彰奖励的几率偏低。而单招学生思维活跃,积极表

现,喜欢参加第二课堂活动,因此班团学生会干部较统

招学生多。同时单招生喜欢动手实践,这使其在技能

大赛和实习实训中表现较好,技能突出的学生比例比

统招学生多。

3 几点建议

单招学生和统招学生这两个学生群体,由于接受

外界刺激的方向和力度不同,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行

为方式和特征,应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策略和措施。
(1)完善单招考试“知识+技能”的考核办法,以实

践能力为主线加以实施,选拨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
(2)单招学生和统招学生实行混合教学要结合两

种生源学生的不同优势,可一对一结对子,相互帮助,
共同提高理论成绩和专业技能,达到双赢效果。

(3)在教育活动中应因材施教,注重对单招学生自

信心的培养和统招学生对专业喜爱度的培养。即学院

通过对单招学生的学业成绩、社交能力、成就动机等方

面的引导和帮助来树立单招学生的自信心。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针对单招学生的文化基础和智能结

构展开教学[2]。同时学院应针对统招学生专业技能薄

弱为统招生班级制定与其知识水平、智能结构等相适

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相应的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

标准,并配备相应的师资和实训资源等。通过实施有

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和管理,让统招学生能在专业技能

学习上有更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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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DifferencebetweenSelf-recruited
andGeneral-recruitedStudents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

———TakeFashionSchool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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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TextileCollege,Chengdu611731,China)

  Abstract:Inordertoclarifythedifferencesbetweenself-recruitedstudentsandgeneral-recruitedstudentsinpsychologicalhealth,
studyandperformance,500studentsoffashionschoolingradeof2014weresurveyedandanalyzedbysymptomchecklistandques-
tionnaire.Theresultindicatedthattherecallfactorofpsychologicalproblemforself-recruitedstudentswasslightlyhigherthangener-
al-recruitedstudents.General-recruitedstudentswerebetterattheoreticalstudy.However,self-recruitedstudentsshowedbetterabil-
ityonpracticalskillsandtheobtainmentofskillcertificates.Meanwhile,self-recruitedstudentsshowedgreaterinterestsonextracur-
ricularactivities,andtherearemoreself-recruitedstudentsinclassgrouporstudent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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