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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来，开设康复治疗专业的院校数及招生人数增长

迅速[1—2]。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状况如何？他们是否满意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工作？影

响他们教学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社会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增强康复治疗队伍的稳定性？这些都是

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尽快研制康复治疗专业专用

的就业满意度和教学满意度调查表，为提高康复治疗从业人

员的工作状况奠定基础。本文编制适合中国康复治疗专业

毕业生的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并综合评价该调查表的性能，

为此调查表的应用提供可靠依据。见附表。

1 调查表的设计

1.1 调查表设计依据

以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为基础，通过访谈法、专家咨询

法和文献法收集目标调查相关问题[3—8]，确定了能够反映康

复治疗专业毕业生满意度的相关指标，编制适合康复治疗专

业实际情况的就业满意度和教学满意度调查表[9—13]。

1.2 调查表的内容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包括18个条目，由毕业

生对内外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对职业进步的满意度和竞争力

三个维度组成。教学满意度调查表包括11个条目，有理论

课教学满意度、实践课教学满意度和综合能力培养满意度三

个维度。调查表措辞精准易懂，以降低无应答偏倚。

1.3 调查表的最终确定

问卷调查表初步设计完成后，分别征求了广州市4家三

甲医院康复医学科专家的意见并对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

15位毕业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征询受访者对问卷的意见，确

定了最终版本，并实施正式调查。

2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2.1 调查对象

2007—2011年毕业的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毕业

生，共计148人。

2.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就业满意度问卷

调查表和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表。问卷由统一培训的人员

通过网络或邮件发放，并设计统一的指导语，说明本次调查

的目的、意义及打分方法。对没有及时回复问卷的毕业生进

行电话访问，并提前准备统一的访谈内容及访谈稿，以保证

客观性和一致性。

2.3 质量控制方法

调查员在调查前培训，了解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

采用统一的调查方式和询问技巧。数据录入之前剔除不合

格问卷（缺失项达到50%以上为不合格问卷）。数据录入由2

位调查员同时进行，以避免数据丢失和错录。

2.4 资料分析

采用Excel录入数据，SPSS13.0软件统计分析。对调查

表的回收率和各个条目的缺失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

Chronbach α系数反映调查表的内部信度。通过前后2次测

量的组内相关系数（inter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值）

考察调查表的重测信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调查表

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每个条目与其所属领域得分的相关

性来考察内容效度。

3 调查表性能分析

3.1 调查表回收率统计

调查对象包括中山大学康复治疗专业2007—2011年毕

业的148位毕业生。共计发放问卷148份，回收142份，回收

率达95.9%。6位毕业生因无法联系而失访。在已回收问卷

中，将缺失项超过50%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无效问卷14

份，有效问卷128份。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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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业满意度调查表的18个项目进行Bartlett球形检

验，结果显示KMO=0.823，P<0.001，说明资料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分析，可提取3个公因

子，解释项目总变异的65.131%，且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公因

子与预期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经过变异最大法因子旋转，

按累积方差贡献率≥65％的标准，删除负荷值小于0.3的条

目。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和纬度的含义，就业满意度

调查表各维度分别命名为“组织内和组织外竞争力”包含8

个条目（条目5、条目12—18），“工作中取得的进步”包含4个

条目（条目1—4），“对内外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包含6个条目

（条目6—11）。

对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的11个项目进行Bartlett球形检

验，结果显示KMO=0.906，P<0.001，说明资料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分析，可提取3个公因

子，解释项目总变异的75.12%，且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公因子

于预期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和纬度的含义，教学满意度调查表各维度分别命名为“理论

课设置满意度”包含6个条目（条目1—4、条目7—8），“综合

能力培养的满意度”包含3个条目（条目9—11），“实践课满

意度”包含2个条目（条目5—6）。

3.3 重测信度和内部信度

从2007—2011级5个年级选择15位毕业生进行重测信

度调查，2次调查时间间隔1个月，且15位调查对象的就业状

况无改变。就业满意度2次测量结果总分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0.864（P=0.001），教学满意度2次测量结果的组内ICC=

0.758（P=0.01），说明2次调查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本问

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表1—2）。

就业满意度调查表整体Chronbach α系数为0.913，教

学满意度调查表的整体Chronbach α系数为0.909，说明本

问卷的内部信度极好（表1）。

3.4 内容效度

在就业满意度调查表和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的内容效度

分析中，除就业满意度调查表的条目5、条目12与该维度总

分的相关系数>0.5，其余各条目得分与该条目所属维度总分

的相关系数均>0.7,且有显著性意义，说明就业满意度调查表

和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的内容效度均较好（表2—7）。

4 讨论

4.1 调查表的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验结果的可靠程度，即对测量一致性的估

表1 就业满意度、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的
重测信度和内部信度

变量

就业满意度
工作进步

内外工作环境
竞争力
总分

教学满意度
理论课程
实践课程
综合能力

总分

条目数

4
6
8
18

6
2
3
11

ICC值

0.954
0.746
0.71
0.864

0.664
0.889
0.802
0.758

95%置信区间
下限

0.848
0.167
0.049
0.555

0.101
0.636
0.352
0.207

上限

0.986
0.922
0.911
0.959

0.898
0.966
0.94
0.926

F-检验
F值

21.51
3.936
3.447
7.361

2.978
9

5.056
4.132

P值

0
0.012
0.021
0.001

0.035
0.000
0.004
0.01

Cron-
bach α

0.887
0.85
0.893
0.913

0.895
0.477
0.814
0.909

表2 就业满意度调查表维度一（工作进步的满意度）
内容效度分析

条目

1
2
3
4

度总分
①P<0.01

1

1
0.811①

0.604①

0.580①

0.845①

2

1
0.705①

0.679①

0.908①

3

1
0.680①

0.863①

4

1
0.863①

维度总分

1

表3 就业满意度调查表维度二（内外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内容效度分析

条目

6
7
8
9
10
11

维度总分
①P<0.01

6

1
0.613①

0.556①

0.430①

0.385①

0.501①

0.749①

7

1
0.643①

0.500①

0.364①

0.416①

0.778①

8

1
0.547①

0.530①

0.456①

0.823①

9

1
0.548①

0.395①

0.743①

10

1
0.514①

0.726①

11

1
0.739①

维度总分

1

表4 就业满意度调查表维度三（竞争力）内容效度分析

条目

5
12
13
14
15
16
17
18

维度总分
①P<0.01，②P<0.05

5

1
0.231②

0.178
0.286①

0.335①

0.367①

0.359①

0.307①

0.501①

12

1
0.505①

0.323①

0.307①

0.349①

0.378①

0.371①

0.544①

13

1
0.725①

0.664①

0.331①

0.487①

0.585①

0.737①

14

1
0.751①

0.419①

0.571①

0.616①

0.799①

15

1
0.467①

0.532①

0.619①

0.789①

16

1
0.847①

0.748①

0.782①

17

1
0.870①

0.864①

18

1
0.872①

维度总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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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项目同质性可以通过Chronbach α系数反映。本研究

中所研制的就业满意度调查表Chronbach α系数为0.913，

教学满意度调查表Chronbach α系数为0.909，具有较高的

同质性。

重测信度反映调查表的跨时间稳定性，本研究中就业满

意度调查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761，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的

重测信度系数为 0.758，各维度的重测信度介于 0.664—

0.954；证明该调查表各维度各条目客观性较强，总体具有良

好的重测信度。

4.2 调查表的效度检验

表面效度是指从表面看该调查表是否能反映本次调查

对象的基本特征，它属于专家评价的主观指标；主要请专家

了解调查表内容，结合研究目的，并参考国内外相似调查表

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查表。专家评价一般侧重于技术性方面，

比如问卷设计的整体结构、问题的表述、问卷的版式等。本

调查表在制定之初，征询过专家意见，制定后请国内多位专

家修改并进行了预实验，达到了一定水准的表面效度[14—15]。

内容效度是指从内容上看问卷的条目是否能反映调查

目的，或问卷是否包含足够的条目来反映所测特征。内容效

度的具体测量方法是计算每个条目的得分与其所属维度得

分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越大，说明该问卷的内容效度越好。

本次研究设计的就业满意度调查表和教学满意度调查表中，

除就业满意度调查表的条目5、条目12与所属维度总分的相

关系数>0.5外，其余各条目得分与所属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

均大于0.7,且有显著性意义，说明就业满意度调查表和教学

满意度调查表的内容效度均较好[14—15]。

结构效度即研究者所构想的调查表结构与测定结果的

吻合程度。因素分析是检验结构效度的一种重要手段，采用

方差最大旋转法提取特征根大于l的因子，通过累计贡献率

反映公因子的贡献程度。如果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提

取的若干因子所包含的条目存在设计所预想的结构，可认为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16—18]。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就业满意度

问卷调查表和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表所提取的公因子于预

期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5 小结

本研究所设计的就业满意度调查表和教学满意度调查

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测量结果可靠并具有良好的稳

定性、内容可以反映调查目的，并且调查表编制过程融合了

专家咨询法和心理测量相关理论，编制结果严密，适合用于

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和教学满意度调查。目

前国内尚没有针对康复治疗专业的就业满意度调查表和教

学满意度调查表，这对于评价康复从业人员的工作状况、康

复治疗教育成果、及规范化康复治疗教育模式的探索造成很

大的制约，本次研究是一次国内康复领域很有意义的尝试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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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

1.1性别，年龄/1.2入学时间/1.3在校总绩点/1.4毕业后去向/1.5

现学位水平/1.6现任工作性质/1.7现工作单位类型/1.8工作年限,工

作地区/1.9就业信息获取渠道/1.10毕业后从未从事康复专业/1.11

毕业后从事康复专业但中途转业者。

二、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

2.1现在的本职工作/2.2工作方向/2.3学生时代时是否考虑过职

业发展方向/2.4找工作时是否考虑过职业发展方向/2.5工作后是否

考虑过职业发展方向/2.6录用性质/2.7晋升/2.8是否持有医师资格

证/2.9\是否持有教师资格证/2.10工作后是否参加更高层次的学历

教育/2.11毕业后发表文章/2.12工作中的自主性/2.13是否担任行政

职务/2.14工作后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2.15工作后参加进修的机会/

2.16工作后获取新技术、新知识的途径。

三、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查

3.1对我的职业所取得的成功/3.2对为满足职业目标所取得的

进步/3.3对为满足晋升目标所取得的进步/3.4对获得新技能目标方

面的进步/3.5对所学专业知识的应用情况/3.6对现有的工作环境/3.7

对薪资待遇/3.8对工作带给我的社会地位/3.9对工作的稳定性/3.10

对工作中的自主性/3.11对单位提供的继续深造的机会/3.12患者或

服务对象对我的反映/3.13因为我的技能和经验，单位认为我能为组

织创造价值/3.14单位视我为宝贵的资源/3.15我在单位有很多的发

展机会/3.16我很容易在别的单位找到类似的工作/3.17凭我的技能

和经验，我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选择/3.18凭我的技能和经验，其他

单位会视我为有价值的资源。

四、康复治疗专业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调查

4.1对医学基础课程的设置/4.2对医学基础课程所占比例/4.3对

康复专业课程的设置/4.4对康复专业课程所占比例/4.5对见习安排/

4.6对实习安排/4.7对教学方式/4.8对所选用的教材/4.9对科研能力

的培养/4.10对教学能力的培养/4.11对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4.12我

认为对工作最有帮助的医学基础课程为/4.13我认为对工作最无帮

助的医学基础课程为/4.14我认为对工作最有帮助的康复专业课程

为/4.15我认为对工作最无帮助的康复专业课程为/4.16我最喜欢的

教学方法为/4.17我认为学习效率最高的教学方法为/4.18我最不喜

欢的教学方法为/4.19对于康复专业课程教材的选择，我最喜欢/4.20

对于康复专业课程教材的选择，我最不喜欢。

五、其他建议及意见

附表：康复治疗专业本科毕业生教学满意度和就业满意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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