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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免生招生竞争日趋激烈,招录优质生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大

学生暑期夏令营在研究生招生中的“选苗育苗”作用也日益突显。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夏令营活动相

关的各项内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纺织类高校完善夏令营活动及进行研究生招生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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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expansionofthegraduateenrollment,theenrollmentcompetitionis

becomingincreasinglyfierce.Recruithigh-qualitystudentsisparticularlyimportant.Thesummercamp

playedanactiveroleintheselectionandtrainingforpostgraduateenrollment.Throughthequestionnaire

survey,thispaperinvestigatesandcollectsthecontentsofsummercampactivities,andformsrelevant

opinions,whichprovidesareferencefortextilecollegestofurtherimprovethecontentofsummercamp

andpostgraduateenrollment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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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培养是高校发展进步的重要工作,高校

科研成果的取得也与之息息相关。由于生源质量

直接关系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1],因而高校都很重

视研究生的招录工作,以便为后续开展高质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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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奠定基础。同时,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也

对学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本科生教育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要实现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生源

质量是关键因素之一[2]。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如何吸引优质生源,为促进学科发展创造条件,成

为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夏令营是一种课外教育活动,具有教育性和

趣味性,如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交流协作能力、

专业技能等。夏令营开设的初衷是让学生学会探

索求知,增强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随着国内各

高校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开设暑期

夏令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3]。周帅等提出[4],举

办夏令营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发展起来的一种招

生策略,具有定位准确、宣传特色突出、考核全面

等优势,是高校吸引优秀生源的重要途径。

研究生的生源质量能直接反映出学校的吸引

力[5-7]。当前纺织类院校普遍面临优质生源流失

的问题,因此应提前启动研究生招生工作,从点到

面,从学生到学校,系统性地探索优质生源的选拔

机制和招生策略,以期提高生源质量。

一、国内纺织类高校暑期夏令营开设情况

在国内纺织类高校中,江南大学、青岛大学和

东华大学举办过研究生暑期学校;江南大学纺织

服装学院和东华大学的多个学院举办过暑期夏令

营活动。纺织类高校及东华大学部分学院开设暑

期学校和暑期夏令营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纺织类高校及东华大学部分学院开设暑期学校和暑期夏令营的基本情况

举办单位 类型
时间

(天)

学生规模

(人)
内容

东华大学 暑期学校 11 140 学术讲座,参观,学术沙龙,国际研讨会

江南大学 暑期学校 7 80 学术讲座,参观,学术沙龙

青岛大学 暑期学校 10 80 学术讲座,参观,学术沙龙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暑期夏令营 2 20 学术讲座,参观,面试考核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暑期夏令营 2 156
学术讲座,参观,朋辈分享,联欢会,面

试考核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暑期夏令营 4 90
学术讲座,参观,企业联谊,面试考核,

学术交流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暑期夏令营 4 40
学术讲座,参观,基地调研,小组讨论,

秀场观看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暑期夏令营 3 80
学术讲座,参观,学术交流及联谊,面试

考核

  由表1可知,暑期学校的时间较长,一般在7
天以上,人员规模也较大;主要内容包括学术讲

座、参观、学术沙龙等,以便于参与者认识和熟悉

学校及相关专业的情况。暑期夏令营的时间普遍

为2~4天,人员规模差别较大,一般由各学院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学术讲座、参

观、面试考核等,同时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秀场观看、联欢会、企业调研等内容。

二、纺织类高校暑期夏令营存在的问题

调研发现,目前国内纺织类高校的暑期夏令

营活动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是学科专业存在局限性。随着科技的不断

发展,社会对交叉学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

由于全国纺织类院校数量较少,学生培养人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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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正面临研究生报考人数相对较少的困境,报考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也存在局限性。因此,如何吸

引材料、化工、机械、信息、电子等不同专业的学生

参加夏令营活动,并从中发现优质生源,是纺织类

高校需要重视的问题。突破学科专业的局限性不

仅有利于学校的学科发展,而且可以避免“近亲繁

殖”对学科发展带来的局限性。

二是活动内容的创新性不足。全国大部分纺

织类院校的夏令营活动内容基本为学术讲座、实

验室参观、交流座谈会等,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不

够。如何创新活动内容,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

加,是值得活动举办者深思的问题。

三是评价反馈机制不完善。目前,纺织类高

校暑期夏令营活动的评价反馈机制不够完善,投

入产出比有待提高。学校可通过调研、招生结果

分析、第三方机构评价等途径获取活动效果反馈,

并不断改进,从而为选拔优质生源发挥最大的

作用。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参加夏

令营的相关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问卷调查的目的、对象和内容

本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参加夏令营的本科生

的学习和生活需求,分析夏令营活动的安排、讲座

内容、宣传报道、志愿者服务及住宿等方面的情

况,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本次调研对象为参加2019年东华大学纺织

科学与工程专业组织的暑期夏令营的学生。调查

问卷于7月份在问卷星平台上发布,在夏令营活

动结束前回收。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56
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研

对象的基本情况,涉及性别、年级、学校、专业,共

4题;第二部分围绕通知的获取途径、对活动的满

意度、对宣传的满意度、期望获得的信息等问题展

开,共12题。

四、调查问卷分析

(一)调研对象概况

1.性别和年级分布

在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156名学生中,男生

占25.64%,女生占74.36%,如图1所示。大部

分为2016级学生,占总人数的97.44%;其余为

2017级学生,占总人数的2.56%,如图2所示。

图1 调研对象性别比例

图2 调研对象年级比例

2.学校分布

调研对象分布于全国32所高校,从数量上

看,参与人数最多的10所高校分别是:东华大学

(26.92%)、西安工程大学(8.97%)、浙江理工大

学(7.05%)、上海工程技术大学(7.05%)、中原工

学院(5.77%)、青岛大学(5.13%)、天津工业大学

(4.49%)、泉州师范学院(3.85%)、山东理工大学

(3.21%)和绍兴文理学院(3.21%),如图3所示。

图3 调研对象所在学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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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分布

绝大多数调研对象所学专业为纺织科学与工

程专业(96.79%),少 量 学 生 为 艺 术 设 计 专 业

(1.28%)、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0.64%)、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0.64%)或印刷工程专业

(0.64%),如图4所示。

(二)学生参与夏令营活动的情况

1.学生参与夏令营活动的前期信息

从获取报名信息的途径来看,“学校老师推

荐”是最主要的途径,其次为“官方网站”和“官方

微信公众号”,如图5所示。对获取途径进行归类

  

图4 调研对象专业分布

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包括老师、同学、学长学

姐)的点对点传播为主要的报名信息传播方式。

图5 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

  从学生所在学校的态度来看,80.13%的高校

很赞成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只有0.64%的高校

不同意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如图6所示。

图6 学生所在学校对参加夏令营的态度

2.夏令营活动内容受欢迎的程度

在夏 令 营 安 排 的 8 项 活 动 中,学 术 讲 座

(87.18%)、国外专家讲座(72.44%)、朋辈分享

(69.23%)这3项活动受欢迎程度最高,而小组风

采展示(35.90%)和博物馆参观(44.87%)受欢迎

程度最低,如图7所示。

3.学生对夏令营活动宣传工作的满意度情况

图7 夏令营活动内容的受欢迎程度

对于夏令营活动的宣传工作,60.90%的学生

感到非常满意,1.28%的学生感到不满意,没有学

生感到非常不满意,如图8所示;87.82%的学生

表示会转发微信中关于夏令营活动的各项宣传内

容,如图9所示;80.13%的学生表示会在朋友圈

及微博中发布夏令营相关的活动照片,如图10
所示。

4.学生对夏令营志愿者服务的满意度

学生对夏令营志愿者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如图

11所示。从中可见,绝大多数学生感到满意,仅

有0.64%的学生不满意志愿者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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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学生对夏令营宣传工作的满意度情况

图9 学生转发夏令营活动内容的情况 图10 学生发布夏令营相关活动照片的情况

图11 学生对夏令营志愿者服务的满意度

  5.学生希望从夏令营活动中获取的信息

根据调研结果,学生主要希望从夏令营活动

中获取导师信息(87.18%)、考研信息(80.13%)

和学院信息(76.28%),如图12所示。

图12 学生希望从夏令营活动中获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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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学生对夏令营活动的建议

该问题由调研对象自愿填写,共有123名学

生填写了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

延长夏令营整体活动时间;二是增加学术讲座次

数;三是增加与老师、学长及其他学生之间交流互

动的机会。

五、结论与建议

结合暑期夏令营的实践和本次问卷调查结

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一)保证夏令营合理的时长和规模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夏令营时

间(3天)较短,每项活动不能深入开展,师生的交

流互动也不充分。但从主办方的角度来看,由于

参与学生人数众多,时间过长必然会增加管理难

度,降低活动的可控性,并带来不安全因素。因

此,主办方应在综合考量各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夏

令营的时长和规模:如果以扩大影响为主要目的,

则保持较大招生规模,同时控制好活动时间,认真

筛选相关活动;如果以选拔优秀学生为主要目的,

则控制整体招生规模,适当延长举办时间,做好前

期策划,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二)精心设置活动内容

主办方可以根据调研结果,分析学生满意度

较低的活动的不足之处,并进行优化设计;或及时

调整相关内容,努力提高学生的满意度。

(三)将优秀学生选拔与夏令营活动相结合

举办夏令营是发现优秀学生的一种重要途

径。高校可将优秀学生选拔与推免生选拔、小组

活动相结合,通过专业笔试、小组汇报、专业实验

操作等环节,为研究生招生工作做好铺垫。

(四)增加师生互动途径

针对师生之间互动交流较少的问题,笔者认

为除了讲座外,主办方还可以组织学生走进实

验室,与教师一起开展短期科研;以小组为单位

对讲座内容进行讨论,并由专业老师进行点评

讲解;参加课题组会,提前感受研究生的学习氛

围;开展户外素质拓展活动,加强学员之间的团

队协作。这些方式都有助于增强师生之间的互

动交流。

(五)扩大招生学科范围

从本届夏令营报名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生

为纺织类高校纺织专业学生,单一的学科背景不

利于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因此,主办方应加大

宣传力度,扩大宣传圈,吸引更多其他学科的学生

参加夏令营。 (文字编辑: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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