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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 尸5 5 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聚类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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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是高校对大学毕业生的质量进行的全面评价也是社会用人单位招聘的

主要参考依据
。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基于 S pS S 聚类分析功能对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的评价

方法
,

从教育统计学的角度探索高校大学生就业咨询新途径
,

为教学管理改革提供参考
,

对大学生综合素

质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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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
,

高等教育大众化

水平不断提高
,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随之快速增长
,

高校培育的人才是否适合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
,

已

成为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

然而如何科学地对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

并为社会招聘单位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是 目前各高

校面临的一个难题
,

如何从学生的考核指标中发现

学生的特点
,

从而因材施教
,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课

题
,

聚类分析可以将学校的学生信息进行聚类
,

从而

发现学生面临的问题或者从这些聚类结果中得到一

些有用的信息
,

为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数据
。

因此如何

构建对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

也就成为

了目前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

现有的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主要是对 日常

考试
、

学生纪律表现及参与学校活动情况等的大致

归纳
,

在测评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

主观性
,

而且评

价程序
、

评价模式
、

指标体系是统一的
。

这种评价体

系不能突出大学生要与社会接轨的培养 目标
,

这样

的评价系统不能发挥其
“

导向与激励
”

作用
,

不能反

映学生的个性发展
,

很难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

在就

业方面
,

对应不同类型的职位
,

从毕业生的角度来

看
,

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对 自己未来能适应什么

样的职位类型作出正确的职业规划 ; 而从用人单位

的角度来看
,

招聘单位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了解毕业

生的素质情况
,

以此来衡量该毕业生是否胜任工作
。

现有的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没能完全体现社会用人单

位的管理评价内涵和价值观
,

依然还是以学校的管

理模式为坐标开展
,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校大学生过

于重视高校考核的几个方面而忽视 了个人能力开发

以及个性的发展
。

对高校大学生的评价不应只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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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的学生学业成就
,

现阶段还应高度重视大学 对大学毕业生的测评制度制订了对大学生的综合评

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

本文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
,

试构 价体系指标
,

并制成问卷结构树形图
,

如图 1
。

考和指

建一种大学综合素质评估新方法
。

标包括 5 个部分
:

智力过程
、

教育背景
、

人际关系
、

身

一
、

评价指标确定及数据收集 心素质
、

性格习惯
。

每部分细化为 4 个指标
,

共计 20

(一 )评价指标的确立 个考核指标
。

本文评价指标的确立遵循科学性原则
、

系统化 (二 )评价方法

原则
、

实用性原则
、

目标导向性原则
,

采用问卷调查 以一个班 级 ( 30 人 )为模型
,

采用公评法 (相互

的方式收集数据
,

通过咨询 了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并 考核法 )
,

根据问卷具体问题进行 5 分制打分
,

统计

走访调查了大量社会用人单位
,

基于社会用人单位 结果取平均值的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原始数据
。

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

性格习惯身心素质人际关系教育背景智力过程

爱好特长性格特点环境适应能力作息习惯健康水平责任心诚信德道心理素质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精神沟通表达能力学历背景外语能力科研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实施实践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推理创新能力计划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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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
、

聚类分析数学模型及用 S 尸5 5 对学生能力

倾向进行差异分析

聚类分析指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组成为

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
,

它主要是

将具有相 同或者相似性质 的对象放在 同一个集合

中
,

把具有不同性质的对象放在不同的集合中
。

它是

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
,

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

集数据来分类
。

本课题研究所采用的聚类分析数学模型
:

欧氏

距离平方 ( S q u a r e d E u C l i d e a n D I S t a n C e ) s Eu c s l D =

艺牡
1 ( ix 一 iY )

,

其中
,

k 表示每个样本有 k 个变量
,

ix

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

iY 表示第

二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

本课题聚类分析借助 s P s s 软件
,

S p SS ( S t
a t is t i

e沮

P
r o d u e : 。 n d s

e r v i
e c

s o l u t i o n s )是现代统计软件的典型

代表
,

全称为
“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

软件
,

为

BI M 公司推出的一系列用于统计学分析运算
、

数据

挖掘
、

预测分析和决策支持任务的软件产品及相关

服务的总称
。

SPS S统计学软件的统计功能上可以实

现
`

服告
” “

描述统计
” “

表
” “

比较均值
” “

一般线性模

型
” “

广义线性模型
” “

相关
” “

回归
” “

对数线性模型
”

“

神经网络
” “

分类
” “

降维
” “

度量
” “

非参数检验
” “

预

测
” “

生存函数
“

多重相应
” “

缺失值分析
” “

多重归

因
” 、 “

复杂抽样
” “

质量控制
” “

R O C 曲线图
”

等功能
。

用 S P SS 对大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差异分析
,

启动

并进人 SPS S 系统
,

将学生综合素质考核 EX C EI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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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数据导人系统进人系统分析功能
,

确定变量的

Q型聚类
,

选择聚类 目标
“

变量
”
;选择聚类方法

: w ar d

法
,

度量标准为平方 E uc ll d ea n
距离 ; 在

“

绘制
”

中勾

选
“

树状图
”

项 ;在
“

统计量
”

按钮
,

勾选
“

合并进程表
”

“

相似性矩阵
” ,

在聚类成员复选框 中点击
“

方案范

围
” ,

输人最小聚类数
“
3

” 、

最大聚类数
“
7

” ,

使数据呈

现出将变量分成 3 类
一7 类的分析结果 ;单击

“

确定
”

按钮
,

S P S S 自动完成分析过程
。

三
、

分析结果和建议

( l) 第一部分输 出的是层次 Q 型聚类的分析结

果
,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30 个样本都进人了聚类分

析
。

( 2 ) SP SS 层次聚类分析各变量的距离矩阵
。

从中

可以看出每个学生在各个指标之下的相似程度各个

变量之问的距离
,

并按
“

距离
”

的长短进行分类
。

( 3 )凝聚步骤表
。

表格的第一列表示聚类分析的

第几步 ;第二列
、

第三列表示聚类中哪两个样本或小

类聚成一类 ;第四列是相应的样本距离或小类距离
。

( 4 )变量层次聚类分析聚成 3一 7 个类时变量的

类归属情况
,

以便从中选出最优的分类结果
。

由此得

出结沦我们可以推出表 2 听示的分 ;鑫
,

并逐一定义
。

( 5 )分析结果可从聚类树形图中体现
。

如图 3

表 2 综合素质分类

继续深造或进人研究机构从事教育研究工作 ; 一类

学生沟通表达能力
、

团队精神
、

人际交往能力
、

心理

素质方面能力较强
,

适合从事社交类型的工作
,

如公

关
、

销售
、

产品推广
、

记者
、

主持人等偏重于社交方向

的工作
,

建议多参加辩论
、

演讲
、

外联等活动提高社

交能力 ;一类学生具有较高的艺术涵养
、

性格特点鲜

明
、

对文化艺术有独到的见解
,

适合从事文化艺术类

的工作
,

建议多参加文化
、

艺术方面的活动
,

或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特长
,

在特长领域从事工作 ;一

类学生信息处理
、

实施实践能力较强
,

责任心强
,

有

诚信
,

作息规律
,

外语能力强
,

这类学生偏 向事务型
,

适合从事文秘
、

翻译
、

行政
、

活动执行等方面的工作
,

建议这类学生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

或从事专业

性较强的技术性工作
,

建议夯实专业基础
。

四
、

结语

本研究采用教育统计原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考

核数据采样
,

并借助 SP S S软件平台的聚类分析方法

对学生能力倾向进行客观评价
,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

更好实施大学生职业生涯

教育
、

改进大学生就业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实验数据

和素材
,

并从数据挖掘的新视角探索出一种学生思

想工作的新方法
,

从而发现学生面临的问题或者从

这些聚类结果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

为教育发展

提供一些数据
。

综合素质指标

计划 决策能 力
、

推理创

新能 力
、

组织协调 能 力
、

环境

适应能力

学历背景
、

专业 能力
、

科

研学习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

团队精

神
、

人际交往能力
、

心理素质

艺术涵养
、

性格特点
、

健康水平

综合素质分类

第 1 类
:
我们 定义 为

偏重 管理类

信息处理能力
、

实施 实

践能 力
、

诚信道德
、

责任心
、

作息习惯
、

外语能力

第 2 类
:
我们 定义 为

偏重研究类

第 3 类
:
我们 定义 为

偏重社交类

第 4 类
:
我们定义 为

偏重 文化类

第 5 类
:
我们定义 为

偏重事务类

根据上述分析所得到最优的 5 个分类以及我们

分别对每个类的定义
,

可以看到
,

一类学生在计划决

策能力
、

推理创新能力
、

组织协调能力
、

环境适应能

力等方面能力 比较强
,

在计划
、

组织
、

领导等方面能

力较突出
,

适合从事于企事业单位的管理 岗位工作
,

建议多参加大型活动参与组织策划或参与学生社团

组织提高能力 ; 一类学生学历背景较高
、

专业能力
、

科研学习能力较强
,

具有抽象思维
、

逻辑推理能力
,

适合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

因此可建议报考研究生

参考文献 :

[ 1 〕罗家国
.

基于 s P s s 的课程 因子分析研究 [J〕
.

江西

理工 大学学报
,

2 01 1
.

5
.

[ 2 〕姜明明
,

马丹
.

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在大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 中的应 用 [J〕
.

齐齐哈 尔大 学学报
,

2 0 13
.

3
.

口 编辑 / 岳 凤

2 0 14
.

引 黑龙江教育
·

理论与实践 } 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