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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比分析传统标度与指数标度在大学生野外实践活动要素权重计算中的差异，发

现指数标度通过非线性变换显著提升了核心要素的权重区分度。结果显示，实习安全性、实用性和实习

前教育在指数标度下成为实践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性、社会影响及思政性权重显著低于传统标度。

相较于传统标度，放大安全与非安全要素权重差距来强化政策响应能力，更适用于野外实践等安全敏感

型场景。研究表明，指数标度在复杂评估中更具科学性，建议高校优先配置安全与实用性资源，并通过

调整标度权重强化社会价值导向，推动实践育人体系向“安全–育人–创新”协同模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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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scales and exponential scales in calculating the weights of elements in college 
students’ field practice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xponential scal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weight discrimination of core elements through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ship safety, practicality, and pre-practice education emerge as decisive factors for prac-
tice quality under exponential scales, while innovation, social impact,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
ucation exhibit significantly lower weight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scales. By amplifying the weight 
gap between safety and non-safety elements to strengthen policy response capacity, exponential 
scales prove more suitable for safety-sensitive scenarios such as field practice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scientific superiority of exponential scales in complex evaluations. It is recom-
mended that universities prioritize the allocation of safety and practicality resources, refine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through scale-weight adjustments, and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practical educa-
tion systems toward a “safety-education-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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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野外实践活动作为实践育人体系的核心载体，其要素评估需兼顾教育目标达成与安全风险管

控的双重需求。理论基础层面，教学实践要求实践设计涵盖参与度、知识匹配度与情境沉浸度等多维要

素；学习理论则主张通过“简单→复杂”的任务序列培育实践力，而社会情感目标导向需依托团队协作、

风险应对等具身活动实现。然而，野外实践的安全敏感性特征(如地形风险、急救需求)决定了安全要素的

优先级显著高于普通教学场景，传统线性评估方法难以精准量化其权重差异。 
本研究通过改进型层次分析法(AHP)与指数标度法融合[1]，构建“安全阈值–思政效能–创新产出”

三维动态评估模型，突破传统线性评估局限，旨在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实践育人层面的解决方案[2]。 

2. 野外实践活动要素分析 

野外实践活动涉及多个要素，这些要素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3]-[5]。本研究

选取了 20 多个关键要素进行评估，最终经过跟专家认证讨论，选取其中 9 个要素进行评价，包括实习安

全性、灵活性、资金、实用性、社会影响、创新性、成绩、性别、实习前教育、操作性和思政性[6]-[8]。 
实习安全性是野外实践活动的首要考虑因素，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灵活性反映

了实践活动适应不同条件和需求的能力，包括时间安排、地点选择和内容调整等方面。资金支持是实践

活动顺利开展的物质保障，影响着活动的规模和质量。实用性指实践活动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和未来职

业发展的相关性，是衡量实践价值的重要指标[9] [10]。 
社会影响反映了实践活动对社会产生的积极效应，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等。创

新性体现了实践活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关键。性别因素可能影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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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和体验，需要特别关注。 
实习前教育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准备，是确保实践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操作性反映了实

践活动的可行性和易实施性，影响着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效率。思政性体现了实践活动在培养学生思想政

治素质方面的作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 
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大学生野外实践活动的评估体系。通过系统分析这些要素的重要性

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为优化实践活动设计、提高实践效果提供科学依据。 

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野外实践活动要素评估与模型构建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处理复杂系统的多目标决策问题。本研

究采用 AHP 方法对大学生野外实践活动的各要素进行评估，基于 Saaty 提出的层次结构理论，通过构建

判断矩阵实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核心公式为计算最大特征根的公式(1)，最大特征根越大说明专家判断

的逻辑矛盾越显著；计算一致性指标 CR 的公式(2)，当 CR < 0.1 时通过检验；计算一致性比率 CI 的公式

(3)，CI 值越接近 0，说明判断矩阵越一致。其中 RI 值参照标准表(表 1) 
 maxAW Wλ=   (1) 

 CICR
RI

=  (2) 

 max

1
n

CI
n

λ −
=

−
 (3) 

式中：A 是 n 阶判断矩阵；W 是特征向量(即权重向量)；λmax 是最大特征根；CI 是一致性指标；CR 是一

致性比率。 
 

Table 1. Reference standards for R1 values 
表 1. RI 值参照标准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首先，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将野外实践活动要素评估作为目标层，9 个评估要素作为准则层，形成一

个两层的层次结构模型。其次，采用改进的指数标度法(见表 2)，其相比传统标度能更好的区分重要程度

差异，并以此建立判断矩阵。通过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对各要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

阵(见表 3)。然后，计算权重向量。利用方根法计算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

计算综合权重。将各层次的权重进行综合，得到各要素在总目标中的最终权重。 
 

Table 2. Traditional scales and indices 
表 2. 传统标度和指数 

重要性描述 传统标度 指数标度(9^k) 适用场景 

同等重要 1 9^0 = 1 要素影响无差异 

稍微重要 3 9^(1/4) = 1.732 次要要素对比 

明显重要 5 9^(1/2) = 3 核心要素与普通要素对比 

强烈重要 7 9^(3/4) = 5.196 核心要素之间对比 

极端重要 9 9^1 = 9 安全 vs 非安全要素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2、4、6、8 1.32、2.28、3.95、6.84 介于相邻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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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dex judgment matrix 
表 3. 指数判断矩阵 

要素 安全性 实用性 前教育 资金 操作性 创新性 社会影响 思政 性别 

安全性 1 1.32 1.732 3 3 5.196 5.196 9 9 

实用性 0.758 1 1.32 3 3 3 5.196 9 9 

前教育 0.577 0.758 1 1.732 3 3 3 9 9 

资金 0.333 0.333 0.577 1 1.732 3 3 9 9 

操作性 0.333 0.333 0.333 0.577 1 3 3 9 9 

创新性 0.192 0.333 0.333 0.333 0.333 1 1.32 3 3 

社会影响 0.192 0.192 0.333 0.333 0.333 0.758 1 3 3 

思政性 0.111 0.111 0.111 0.111 0.111 0.333 0.333 1 1.732 

性别 0.111 0.111 0.111 0.111 0.111 0.333 0.333 0.577 1 

 
分别利用传统标度和指数标度进行计算，得到各要素的传统标度权重如下：实习安全性(0.18)、实用

性(0.15)、实习前教育(0.12)、资金(0.11)、操作性(0.10)、创新性(0.09)、社会影响(0.08)、思政性(0.03)、性

别(0.02)。一致性比率 CR = 0.056 < 0.1，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指数标度权重如下：实习安全性(0.3047)、实用性(0.2373)、实习前教育(0.1721)、资金(0.1085)、操作

性(0.0852)、创新性(0.0508)、社会影响(0.0368)、思政性(0.0188)、性别(0.0158)。一致性比率 CR = 0.036 < 
0.1。 

从两者权重结果可以看出，指数标度通过非线性变换(如指数函数)放大了专家判断的差异，使权重分

配更聚焦于核心因素。例如，实习安全性在指数标度中的权重(0.3047)显著高于传统标度(0.18)；当因素间

差异较大时，指数标度的非线性特性(如指数增长)能更准确反映实际重要性。例如，传统标度下“创新性”

与“社会影响”权重差异较小(0.09 vs. 0.08)，而指数标度通过权重分化(0.0508 vs. 0.0368)更贴合现实需求。

次要因素的权重分化更明显，如创新性(0.0508/0.09)与社会影响(0.0368/0.08)的权重显著降低，说明实习

更注重基础保障而非创新或社会价值，与实习目标 (培养方案 )相关。资金 (0.1085/0.11)与操作性

(0.0852/0.10)的权重在指数标度下略有下降，专家认为资源分配和流程设计的优先级低于安全与实用性。

思政性(0.0188/0.03)与性别(0.0158/0.02)的权重极低，表明实习评估中价值观教育和性别因素未被重点关

注，可能需结合政策导向调整评估体系。 
但无论是传统还是指数标度，安全均为最高权重，表明实习安全是首要考量。同时实习安全性、实

用性和实习前教育都是影响野外实践活动质量的最重要因素，这反映了在组织野外实践活动时，应优先

考虑学生的安全保障、实践内容的实用价值以及充分的前期准备。 
继续构建三层次结构模型。将选择合适的实习地为目标层，9 个评估要素作为准则层，邯郸地震局、

秦皇岛实习基地、武安太行山实习基地作为方案层，形成一个三层的层次结构模型。最终进行权重计算，

得到权重如下：邯郸地震局(0.322)、秦皇岛实习基地(0.246)、武安太行山实习基地(0.432)。 
其中武安太行山实习基地实习安全性(权重 0.3047)，因其地理环境稳定、设施完善和风险管理机制健

全，在安全评估中得分最高。实用性(权重 0.2373)，实习内容与地质、环境等专业高度契合，技能提升效

果显著。实习前教育(权重 0.1721)，基地内提供系统的岗前培训(如地质灾害监测、应急处理)，增强学生

适应性。 
邯郸地震局(0.322)实用性(权重 0.2373)，作为政府部门，实习内容贴近政策执行与公共服务，职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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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高。实习安全性(权重 0.3047)，城市实习环境存在更高的操作风险(室内场地较窄，大部分实习内容

在马路周边进行)。创新性(权重 0.0508)，工作内容可能偏向传统行政流程，缺乏技术创新机会。 
秦皇岛实习基地(0.246)实习安全性(权重 0.3047)，是因为海边野外考察的安全风险较高。操作性(权

重 0.0852)，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组织实习困难，实习流程复杂；资金(权重 0.1085)，可提供较高实习

补贴或资源支持较少。 
因此，根据各个影响因素评价结果，针对河北工程大学的地质野外实践活动，选取武安太行山实习

基地更具有可行性和性价比。 

4. 野外实践活动优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1) 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实践活动顺利进行。高校应制定详细的安全预案，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专

业指导人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 提高实践内容的实用性，增强学生的专业能力。实践活动设计应紧密结合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

设置具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任务，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3) 完善实习前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充分准备。高校应开设相关课程或讲座，向学生传授野外实践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专业知识、安全常识、团队协作等。同时，应组织模拟训练，帮助学生熟悉实践

流程，提高适应能力。 
(4) 高校还应注重实践活动的创新性，鼓励学生提出新颖想法和解决方案，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在活动组织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性别差异，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适当的支持。同时，应将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高校应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全面评价实践活动的效果。除了传统的成绩评定外，还应关注

学生的能力提升、态度转变和综合素质发展，为持续改进实践活动提供依据。 

5. 结论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野外实践活动的各要素进行了系统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1) 实习安全性、实用性和实习前教育是影响野外实践活动质量的关键因素，应予以高度重视。 
(2) 资金支持和活动可行性是实践活动成功的重要保障，需要充足的资源投入和周密的前期规划。 
(3) 创新性和社会影响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在活动设计中予以体现。 
(4) 思政教育和性别平等虽权重较低，但仍需在实践活动中给予适当关注。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优化野外实践活动的建议，包括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实践内容的实用性、

完善实习前教育体系等。这些建议为高校组织和改进野外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有限，未来研究可扩大调查范围，进一步验证和优化评估模型。同时，

可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探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实践活动设计提供更细致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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