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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会捐赠奖学金育人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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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采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社会捐赠奖学金的学生为调查数据!用因子分析探究影响其育人功能的因子!采用结

构方程研究其各潜变量之间及内部的关系!构建了社会捐赠奖学金育人功能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了其育人功能依次

表现在导向#感恩社会#激励三方面!并且学生的认知度会影响其功能的发挥"

关键词"社会捐赠奖学金$育人功能$结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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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日趋深化!高校奖学金

成为研究的热点$奖学金是向优秀学生颁发的奖

金!用以表彰和鼓励先进!为优秀学生完成学业提

供经济保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现阶段!根据

设置主体和经费来源!我国高校奖学金分为三类)

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和社会捐赠奖学金$政府

奖学金由政府设立!主要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由各高校设立!

亦称优秀学生奖学金!包括综合奖学金和单项奖学

金'而社会捐赠奖学金则由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

企业或者组织在高校设立!近年来!这种现象越来

越普遍!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

#$!#@#$!C

学年设

立的社会捐赠奖学金有)徐特立奖学金,华瑞世纪

奖学金,航天科工*

D>%2D

+奖学金,唐南军奖学金等

#$

余项专项奖学金$

已有学者对奖学金做了基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奖学金制度和评定方法上$从奖学金制度的角度!刘

德赢介绍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国家和地区的

奖学金制度!并与国内做了对比研究"

!

#

$廖志丹研究

了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改革的利弊!也有学者指出了目

前我国奖学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

议"

#@B

#

$评定方法作为奖学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有较多文献对此作了研究)杨艺芳运用
<DU

聚类

方法评定奖学金"

"

#

!还有的运用层次分析法*

>[R

+

对奖学金评定方法进行了研究!比如张佳瑜等,吴峰!

廖毅强等采用标准分模型,难度系数模型,字典排序

模型和正态分布模型对奖学金评定方法进行了改

进"

?@A

#

$对于奖学金所具有的功能的研究较少!左显

兰认为高校奖学金制度对大学生具有激励,导向和资

助功能"

;

#

$对此!潘俊宇作了补充研究!认为高校奖

学金还具有反馈功能和共振功能"

!$

#

$但是对于逐渐

兴起并成为我国奖学金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捐赠奖

学金缺乏相关的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关于社会捐赠

奖学金育人功能的量表!并构建了其育人功能的结构

方程模型!研究认知度如何影响其功能的发挥!激励,

感恩社会和导向三方面内容是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

解释其育人功能$

!

!

研究方法

!#!

!

量表编制与修订

本文量表的编制按照
D+36&+'--

提出的开发步骤

进行)

"

定义研究架构'

#

确定潜变量对应的测项'

'

收集数据'

(

精炼测项"

!!

#

$本文旨在研究社会捐赠

奖学金的育人功能!在分析相关的理论,与社会捐

赠奖学金获得者访谈的基础上编制测项$研究现

有相关文献发现!奖学金对学生而言主要有激励,

导向和资助作用!并且学生对其认知程度会影响其

功能的发挥$通过社会捐赠奖学金的学生访谈记

录提炼出其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

识$因此!初始量表分为两部分)基本信息和测项

调查!设计了认知度,激励作用,导向作用,资助作

用,感恩社会和育人功能六个潜变量!共
#"

个测

项$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法!被调查者根据自

身感知评分!

!

/

=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经试调查发现!资助作用相关测项的

"?!



因子载荷小于
$8"$

!且通过与被调查访谈认为这
?

个测项表意不明!因此将其删除$

!#"

!

潜变量的说明

正式的量表共有
!;

个测项!分别对应认知度,激

励作用,感恩社会,导向作用和育人功能五个潜变量!

如表
!

所示$认知度是指某一事物被外界所认识,知

晓的程度!包含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对于社

会捐赠奖学金而言!认知度主要是指社会捐赠奖学

金的评定制度,金额和覆盖面,评定公正性及评定

方法$高校奖学金的设置具有激励效应"

!#

#

!通过评

奖评优的方式鼓励,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通过

荣誉和奖金的双重激励!促使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

并培养良好的生活态度$社会捐赠奖学金由社会

人士或组织设立!意在回报母校,培养人才等!在接

受其资助和带来的荣誉时!加之设立主体的社会责

任感!影响着学生对社会的感恩意识,回馈意识和

责任感$导向作用是指评价标准对学生的学习与

工作具有指向性的作用$由于奖学金申请竞争激

烈!学生要按照评定的标准规范去调节自身的学

习,生活和实践$育人功能是结果潜变量!对获奖

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实践能力的提高,专业知识的

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
!

!

正式量表中的潜变量和对应的测项

潜变量 测项 潜变量 测项

认知度 评定制度 激励作用 学习积极性

金额和覆盖面 荣誉感

评定公平性 意志品质

评定方法 生活态度

感恩社会 能力认可 育人功能 学习成绩

爱心意识 工作单位

尊敬设立主体 个人素养

关注设立主体

回报母校

导向作用 全面发展

学习方向

个人发展

!#$

数据和测量

本文以北京理工大学
#$!$

/

#$!C

年获得社会捐

赠奖学金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被调查者根据自身感知

对测项打分$根据
]'

.

1,)

对样本量的要求)样本大

小至少超过
!"$

个'至少要为测项的
!$

倍量或者
!"

倍量"

!C

#

$本次调查共发放
C#$

份调查问卷!收回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样本量超过
!"$

为测项的

!!8?

倍$其中男
!B"

人!女
="

人!本科生
!C;

人!硕

士生
C=

人!博士生
C!

人!其他*已参加工作,博士后

等+

!C

人$

"

!

结构方程建模

"#!

!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收集到数据之后!要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

度$信度分析主要是检验量表在度量相关的变量

时是否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本文的信度检验采

用克朗巴哈
2

系数*

D6,)K0&+l4>-

W

+0

+和建构信度

*

D,)4563&5](-'0K'-'5

/

!

D]

+$克朗巴哈
2

系数用来

检验量表各测项的内部一致性!内部一致性主要是

衡量某一测项与测量同一变量的其他测项之间相

关水平的一种重要的验证性测量$经
2QU %R%%

%505'45'&4#$

计算!收集到数据的克朗巴哈
2

系数为

$8;!$

!大于普遍接受的
$8A

的建议值$各个潜变

量相关的测项的克朗巴哈
2

系数如表
#

所示!均大

于
$8=

!说明变量可信$

D]

值反映了每个潜变量中

所有测项是否一致性地解释该潜变量!当该值高于

$8=

时表示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经计算!各潜变

量的
D]

值如表
#

所示!均大于
$8=

!表示各潜变量

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

量表的效度是反映量表能够真正衡量出研究

人员所要衡量的事物的真实程度!揭示结构变量和

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即测量的正确性或准确性$

本研究主要通过结构效度来验证量表的效度$结

构效度是指测项实际测到所要测量的理论结构和

特质的程度!或者说指测项能够说明理论的某种结

构或特质的程度$结构效度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

EX

W

-,605,6

/

<0&5,6>)0-

/

4'4

!

E<>

+和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

D,)M'6J05,6

/

<0&5,6>)0-

/

4'4

!

D<>

+!即两

阶段法"

!B

#来检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符合下列

条件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

析中各测项的因子载荷大于
$8"$

*更理想的状态可

高达
$8=$

及以上!因为
$8=$

的平方为
$8B;

!即这

道题目解释相应潜变量约
"$d

的变异+'验证性因

子分析中路径系数大于
$8"$

*

R

%

$8$"

+'平均方差

提取 值 *

>S(60

.

(706'0)&(EX560&5(1

!

>7E

+大 于

$8"$

!说明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

#

'

>7E

大于潜变

量间的最大的相关系数的平方$通过下文的因子

分析可知!每个潜变量对应的测项的因子载荷均大

于
$8"

'

>7E

均大于
$8"$

'在
>J,4#$

中构建的结

构方程!路径系数均大于
$8"

且绝大部分测项显

著'因子与因子之间的最大相关系数
$8??B

*见表

C

+!其平方值为
$8BB!

!

>7E

最小值为
$8"$B=

!大

于各因子之间相关系数最大值的平方!所以该量表

??!

!!

科技和产业
!!!!!!!!!!!!!!!!!!!!!!!!!!!!!!!!!! !!!

第
!"

卷
!

第
!

期
!!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
"

!

各个潜变量相关的测项的

克朗巴哈
!

系数!

J1

值和
520

潜变量 认知度 激励作用 感恩社会 导向作用 育人功能

2

系数
$8A!A $8=CB $8A$; $8="? $8=!$

D]

值
$8A#C! $8A"== $8AC;# $8="CC $8=?=B

>7E $8"CA; $8?$!" $8"!!? $8"$B= $8"#BC

表
$

!

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激励作用
%

@@

,

感恩社会
$8?$!

认知度
%

@@

,

导向作用
$8?B!

认知度
%

@@

,

激励作用
$8B;"

导向作用
%

@@

,

感恩社会
$8??B

认知度
%

@@

,

感恩社会
$8B;B

导向作用
%

@@

,

激励作用
$8?!=

"#"

!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

<0&5,6>)0-

/

4'4

+是指从原始变量的

相关矩阵内部结构出发!利用各变量间存在的相关关

系!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别综合各变量中的信息!而

综合指标之间彼此不相关*即各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

叠+的一种统计方法$因子分析的主要应用有两方

面)一是寻求基本结构!简化观测系统!将具有错综复

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不可观测的!相

互独立的随机变量+!以及再现因子与原始变量之间

的内在联系'二是用于分类!对
W

个变量或
)

个样品

进行分类$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寻求社会捐赠奖学金

育人功能影响因素的基本结构$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应先判断原始变量是否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采用
ZUL

检验*

Z0'4(6

U(

/

(6L-Y')

+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Q065-(555(45,M

4

W

+(6'&'5

/

+对此进行判断$经计算!数据的
ZUL

值

是
$8;$#

!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卡方值为
!;"C8!B=

!且

显著性水平小于
$8$!

!因此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在
2QU%R%%%505'45'&4#$

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

R6')&'

W

0-D,J

W

,)()5>)0-

/

4'4

!

RD>

+!将因子数量

固定为
"

个!通过这
"

个因子分析量表的效度!采用

最大方差法旋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

载荷矩阵如表
B

所示$五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

达到
?"8;$Ad

!说明这五个因子能够解释测量对象

的
?"8;$Ad

!如表
"

所示$

表
,

!

因子载荷矩阵

题号 感恩社会 认知度 激励作用 育人功能 导向作用

! $8=?$

# $8=?A

C $8=!B

B $8?CC

" $8""#

? $8?C$

= $8=?;

A $8=#?

; $8=$B

!$ $8";"

!! $8"=!

!# $8?$C

!C $8?#A

!B $8""!

!" $8"B=

!? $8"""

!= $8?;"

!A $8=B"

!; $8=;"

!!

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转法%具有
Z0'4(6

标准化的正交旋

转法!

=

次迭代后收敛"

表
-

!

五因子的方差解释率

因子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d

累积
d

合计 方差的
d

累积
d

合计 方差的
d

累积
d

! =8A=" C=8"$# C=8"$# =8A=" C=8"$# C=8"$# C8B;C !?8?C? !?8?C?

# !8"=" A8"$$ B?8$$! !8"=" A8"$$ B?8$$! C8$A; !"8=$A C#8CBC

C !8#AC =8!$A "C8!!$ !8#AC =8!$A "C8!!$ #8C"# !#8#$$ BB8"BB

B !8#C$ ?8A"" ";8;?" !8#C$ ?8A"" ";8;?" #8#$B !!8B;" "?8$C;

" !8$CA "8;BC ?"8;$A !8$CA "8;BC ?"8;$A !8A?# ;8A?; ?"8;$A

"#$

!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563&5360-E

^

305',) U,1(-')

.

!

%EU

+是应用线性方程表示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间的

关系以及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

#

!

包含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如图
!

所示$测量

模型旨在建立测量指标与潜变量间的关系!主要通过

=?!

!!!!!!!!!!!!!!!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会捐赠奖学金育人功能研究
!



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测量指标*量表,问卷+的信度和

效度'结构模型旨在检验潜变量间的因果路径关系!

主要针对潜变量进行路径分析!以检验结构模型的

适配性$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

学领域中$在本文研究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育人功能

时!涉及的变量*潜变量+不能直接测得!结构方程模

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为难以直接

测量的潜变量设定观测变量*测项+!用这些可以用于

统计分析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

图
!

!

结构方程模型示意图

本研究在
>J,4#$

中构建了社会捐赠奖学金育

人功能的二阶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

所示$初阶因素

为认知度,激励作用,感恩社会,导向作用!为模型的

内生变量*

()1,

.

(),34S06'0K-(4

+!二阶因素为育人

功能!为外生变量*

(X,

.

(),34S06'0K-(4

+$测量模型

中的路径系数均大于
$8"$

!有
!B

项路径系数达到

$8=$

以上!大部分路径估计值,残差项显著!只有两

个标准路径估计值不显著!为
$8$!

和
$8$$A

!仅有一

项残差项不显著为
$8$!

$

在验证模型适配度时!卡方统计量与自由度的比

值在
#i!@Ci!

之间是可以接受的!规范拟合指数

*

9<2

+!不规范拟合指数*

99<2

+!增量拟合指数

*

2<2

+!比较拟合指数*

D<2

+!拟合优度指数*

N<2

+!相

对拟合指数*

]<2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

>N<2

+!

近似均方根残差*

]U%E>

+!均方根残差*

]U]

+等指

标衡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学术界普遍认为!在

大样本情况下)

9<2

,

99<2

,

D<2

,

2<2

,

N<2

,

>N<2

,

]<2

大于
$8;$

!

]U]

至少小于
$8!$

!

]U%E>

值小于低于

$8$"

说明拟合的非常好"

!=

#

!在
$8$"@$8$A

之间表示

模型可以接受"

!A@!;

#

$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得很好$

通过表
?

可以看出!

9<2

,

]<2

略低于
$8;$

的临界值!

但都超过了
$8A$

!其他指数均符合建议值$因此!社

会捐赠奖学金的五因素结构模型拟合较好$

图
#

!

社会捐赠奖学金育人功能结构方程模型

表
.

!

模型拟合指数表

指标
DU29

+

I< ]U] H#

+

1M 9<2 ]<2 2<2 *O2 D<2 R9<2 RD<2 ]U%E>

指标值
!8=!! $8$A$ A8;# $8A?= $8AB$ $8;B$ $8;#= $8;C; $8=#" $8=A" $8$"=

$

!

结论

通过构建的社会捐赠奖学金育人功能结构方程

模型可知!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育人功能包括导向作

用,感恩社会和激励三方面的作用!导向作用最为明

显!培养学生感恩社会意识的作用次之!之后是对学

生的激励作用!并且学生对其认知度会在一定程度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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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捐赠奖学金功能的发挥!具体分析如下)

!

+对学生的导向作用对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育人

功能具有最高的解释力度!路径系数达到
$8=?

$一

些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企业家,学者!为了鼓励高

校学生参与该领域而在高校设立奖学金以为该领域

的发展招揽人才$这些奖学金的设立会引导热爱该

领域的大学生参与其中!对于大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

和学习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奖学金颁发的首要标

准是优异程度"

;

#

!为了获得社会捐赠奖学金!高校学

生会按照评定标准自我约束!学习,个人素质以及实

践能力等综合发展$

#

+感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捐赠奖学

金的育人功能!路径系数为
$8";

$很多社会捐赠奖

学金的设立宗旨是履行社会责任!或者是从事公益事

业!抑或是回馈母校,感恩母校$在这些设立主体自

身就为高校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受人尊敬和敬

佩$获得社会捐赠奖学金的学生在得到帮助的同时!

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爱心意识,感恩意识!他们

会将这种感恩的情怀传递下去$

C

+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育人功能还具有激励作用!

其路径系数为
$8B$

$管理心理学认为!假定个人的

工作能力不变!激励水平与人们的工作绩效正相关$

奖学金的荣誉和奖金能够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激励!促

使学生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积极的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在长期的过程中!这会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态度

和坚强意志品质$

B

+对于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认知度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育人功能!其路径系数为

$8C;

$高校学生对社会捐赠奖学金的认知范围包括

评定制度,奖学金覆盖范围,评定方法以及评定公平

性$如果认知度越宽,越深入!越能发挥其作用$在

通过与高校学生访谈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于社会捐赠

奖学金的了解程度很低!这方面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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