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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大学生线上学习状况，本文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广西，甘肃，广东等地部分大学生进行线上学

习情况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灰色关联度、线性回归分析，计算出了线上授课期间学生专

注度与线上学习过程中导致专注度下降的四个原因之间的关联度和关联系数，以此推断出大学生线上学

习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从线上平台、学生和教师三个方面给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提升线上教学期间大

学生的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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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nline learning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some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Gansu, Guangdong, and other regions through 
sampling survey.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SPSS software for grey correlation and linear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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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ssion, and the correlation degree and coefficient between students’ concentration during on-
line teaching and the four reasons that led to a decrease in concentration during online learning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online lear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It will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online platforms,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onlin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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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的疫情突发，导致全国各大高校暂停在校授课。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校和

高等学校做好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针对于线上学习的通告，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教师、学生、平台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在

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变化后，学生的学习效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很多同学出现不重视，不积极的

学习态度。鉴于此，探究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及影响因素，制定相关的提升策略就显得尤

为重要[2]。如何帮助学生正确对待各类客观因素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动机，

帮助大学生实现自身未来规划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收集有关大学生线上学习的现状，以抽样调查的形式对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大学生线上学习存在学习环境学习氛围低、学生学习自觉性不强、教师线上授课水平不一、授课

软件较多等问题[3]。基于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学生自我管理，高校教师能力，高校和线上教学平台三个

方向提出建议。 

2. 调查对象和调查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星软件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信息收集，即把百色学

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在校生作为重点考查对象，将其每个班级看成集体，对每个班级内的学生进行单纯

随机抽样线上问卷调查；同时也对甘肃、广东等地大学生发放线上调查问卷。共收集到 111 份问卷，其

中男生 61 人，女生 50 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人数分别为：31 人、45 人、27 人和 8 人，收集的

问卷皆为有效问卷。对于收集的数据，我们使用 SPSS 软件对其进行灰色关联度和线性回归分析，目的

是通过分析得出线上授课期间学生专注度与线上学习过程中导致专注度下降的四个原因之间的关联系数

和关联度排名以及师生互动对于学生线上学习专注度的影响。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线上平台关于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调查分析 

3.1.1. 线上学习使用软件多样化  
根据表 1 结果显示，大学生线上学习使用到的软件或平台种类丰富、涉及甚广，占比从大到小依次

为“腾讯会议”(88.29%)、“学习通”(65.77%)、“长江雨课堂”(57.66%)、“钉钉”(50.45%)、QQ 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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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中国大学 MOOC 慕课(11.71%)和其他软件(8.11%)。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各类教学平台繁多，为大学生线上学习提供了多种学习平台，大学生线上学习渠道呈现多种线上学习平

台、软件交互使用的特征。 
 
Table 1. There are selected APP for online classe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表 1. 疫情期间大学生线上上课有选用的 APP 

选项 小计 比例 

钉钉 56 50.45% 

长江雨课堂(雨课堂) 64 57.66% 

学习通 73 65.77% 

腾讯会议 98 88.29% 

中国大学 MOOC 慕课 13 11.71% 

QQ 群聊 20 18.02% 

其他平台 9 8.11% 

3.1.2. 线上教学软件繁多，影响正常学习 
根据表 2 结果显示，目前有 93.69%的学生手机中至少同时下载了 2 种及以上的线上学习软件，有

33.33%的同学手机下载了超过 3 种以上的线上学习软件。通过调查得知大学生最常用的三种软件为“腾

讯会议”、“学习通”和“长江雨课堂”。如果全部下载就需要接近 300M 的手机内存，再加上课堂的

一些资料，回放视频功能，导致大部分学生需要保留部分手机内存用于支撑正常的线上学习，不仅如此，

因为学习平台较多，同学们需要同时注册大量的账号，这就导致同学们容易出现遗忘密码或者准备上课

前选错学习平台的情况。长期如此就会严重影响了同学们线上学习的学习效率，同时也打击了同学们进

行线上学习的热情。 
 
Table 2. How many kinds of online learning software need to be downloaded during online learning 
表 2. 线上学习期间需要下载多少种线上学习软件 

选项 小计 比例 

1 种 7 6.31% 

2~3 种 67 60.36% 

3 种以上 37 33.33% 

3.2. 学生自身因素关于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调查分析 

3.2.1. 学生线上学习的学习获得感偏低 
总体而言学生在进入线上授课的学习模式后学习的积极性并没有得到提升，根据调查的数据进行分

析，有 50.45%的同学认为在进行线上学习时会比线下学习时更为懒散，只有 10.81%的同学认为进行线上

学习之后自己的学习态度更为积极。在课堂参与感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有 59.46%的同学在进行线上学

习后课堂的参与感有所下降，有 20.72%的同学认为没有什么变化，只有 19.82%的同学认为在线上学习的

状态下课堂参与感有所提高。从表 3 和表 4 两份数据不难看出，大学生线上学习总体获得感不太好，线

上教学这一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带给学生的教学体验效果并不是很让人满意，存在众多待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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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during online learning 
表 3. 线上学习期间学生的学习态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没有，一直很积极 30 27.03% 

没有，一直很厌学 13 11.71% 

有，比之前积极 12 10.81% 

有，比之前懒散 56 50.45% 

 
Table 4. Changes in learning participation between online learning and classroom classes 
表 4. 在线学习和教室上课相比学习参与程度变化 

选项 小计 比例 

有一点下降 66 59.46% 

有一点增加 15 13.51% 

没什么变化 23 20.72% 

明显增加 7 6.31% 

3.2.2. 学生线上学习受多方面影响，学习专注度下降明显 
大学生在线上学习期间，存在着上课时学习的专注力存在不集中的情况。根据调查结果(详情见表 5)

分析，只有 12.61%的同学做到了线上上课期间专注度时刻集中，而剩下 87.39%的同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更有 35.14%的同学专注听课的时间低于上课总时长一半。 
 
Table 5. Student concentration during online teaching 
表 5. 线上授课期间学生专注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时刻集中(≥90%) 14 12.61% 

大部分时间集中(50%~90%) 57 51.35% 

部分集中(15%~50%) 32 28.83% 

基本没听(≤15%) 8 7.21% 

 
针对大学生专注度低的问题，我们进一步调查造成大学生学习专注度降低的因素(详情见表 6)，从调

查结果看，有 58.56%的同学认为在家上网课的环境过于舒适，缺少在教室里学习的氛围感，认为在家上

网课无人监督的占 35.14%，身边的事情容易对自己产生影响。有 42.34%的同学认为自己会受电子产品的

影响，无法控制自己贪玩的心理，会边玩手机边上课。也有 27.0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上课过程中开小

差是由于疫情等其他客观原因导致心态发生变化。 
为了进一步探究大学生线上学习专注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运用灰色关联法，以线上授课

期间学生专注度为母序列，线上学习过程中导致专注度下降的四个原因为子序列，运用 SPSS 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得出了线上授课期间学生专注度与线上学习过程中导致专注度下降的四个原因之间的关联

度和关联系数(如表 7、图 1 所示)。通过比较线上授课期间学生专注度与线上学习过程中导致专注度下降

的四个原因之间的关联度可以得出结论：现阶段对大学生线上学习时专注力影响最大的是学习环境适宜，

缺乏教学氛围，其次是独自在家没有人监督，再其次是电子产品和心理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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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asons for the decrease of concentr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表 6. 线上学习过程中导致专注度下降的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独自在家没有人监督 39 35.14% 

环境适宜，缺乏教学氛围 65 58.56% 

有电子产品，可以边上课边玩 47 42.34% 

由于疫情或者种种原因导致心理变化 30 27.03% 

 
Table 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use of the decrease in concentration and the decrease in concentration 
表 7. 专注度下降的原因与专注度下降之间的关联度 

选项 关联度 排名 

环境适宜，缺乏教学氛围 0.586 1 

独自在家没有人监督 0.541 2 

有电子产品，可以边上课边玩 0.540 3 

由于疫情或者种种原因导致心理变化 0.538 4 

 

 
Figur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图 1. 灰色关联法的关联系数 

3.3. 高校教师关于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调查分析 

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也调研了教师对于大

学生线上学习的影响。 

3.3.1. 教师线上教学经验少，对教学软件不够熟悉 
通过对教学老师或者平台存在的问题的调查(详情见表 8)，有 50.45%的同学指出老师对于教学软件

不够了解，存在不会使用的情况。一旦发生老师不会使用软件的情况，老师就需要占用上课时间来处理

问题，熟悉软件，大幅度减少了上课时间，同时也降低了教学质量。同时还存在老师网上教学能力不足

的情况，因为疫情影响才导致我国出现大规模线上教学，这就导致很多教师是第一次接触线上课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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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相应的线上教学经验。出现备课准备不充分，课堂内容没有准备相对应的习题等等情况，导致学生学

习效果不理想。 
 
Table 8. Problems of teachers or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表 8. 教师或者线上教学平台存在的问题 

选项 关联度 比例 

老师无相关网上教学经验，网上教学能力存在不足 56 50.45% 

平台提供学习资源不足 25 22.52% 

其他 30 27.03% 

3.3.2. 线上教学老师和学生互动仍需增加 
从表 9 的调查数据中不难看出，在进行线上学习的过程中有 23.42%的同学认为师生之间互动很多，

有 37.84%的学生认为师生之间互动较多，说明线上教学中师生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互动。但是从调查结果

也不难发现，仍有 32.43%的学生认为师生之间互动一般，6.31%的同学认为师生之间互动较少，说明由

于种种原因，还有部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不够频繁，部分课程的线上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Table 9. Statistic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online teaching 
表 9. 线上教学师生互动情况统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多 26 23.42% 

较多 42 37.84% 

一般 36 32.43% 

较少 7 6.31% 

4. 对策建议 

4.1. 大学生应调整状态、重塑自己 

4.1.1. 强化自我学习环境与时间管理 
线上学习环境相比于校园内线下教学较为宽松，难以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这就导致有 87.39%的学

生不能在线上教学中实现专注学习。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线上学习期间的学习效率呢？首先想要静下心来

学习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大学生可以在一个相对安静无外界干扰的环境下进行线上学习，例如

图书馆、书房等学习场所，在减少了外界干扰的条件下，学习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其次一天之中不同

时间段的学习效率也是不同的，我们要抓住每天的最佳的学习时间段进行学习。再者大学生不宜长时间

连续学习，一次学习的时间最好介于 60~90 分钟之间，时间过长或过短，都会导致学习效率下降。其次

多种学科交叉学习的效果更好。大脑长久接受同一类信息刺激，就容易产生疲劳，故各学科的学习应相

互交替进行，保证学习内容的及时转换。 

4.1.2. 加强自我监督，保持身体健康  
线上学习需要较强的自控力和自律力，但是大部分大学生的自控能力较弱，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提高

学生的自控能力：首先可以做一个每日计划表，在表中列出自己的每日学习计划，同时排列出一系列奖

罚措施；其次我们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未来目标，通过目标来激励自己，实现自我的监督。最后，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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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同时心理上也要及时

做好调整，要建立起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4.1.3. 合理利用外力监督自己 
有效提高学生自制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合理利用外力资源，提高学生自身的专注度。在上课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回答老师问题、认真做好课堂笔记、积极和老师在课堂中进行互动等方式提高自己的

课堂参与感；也可以寻找学习伙伴，一起学习进步，每天互相监督课堂学习情况，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等；还可以让家长监督自己是否认真听课，课后是否积极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同时适当安排一些

利于放松心情、缓解疲劳的课后活动，比如：听音乐、唱歌、跳舞等。 

4.2. 教师应关注学生需求，提高自身教学能力 

4.2.1. 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线上教学能力 
根据数据(详情见表 8)不难看出，有接近五成的学生反映在进行线上授课的过程中存在教师因不太熟

练教学软件操作而耽误了上课时间的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线上学习的体验感，针对这个问题，

学校应该针对教师，尤其是对教学软件运用不熟练的教师进行教学软件操作技能培训。通过培训课程帮

助教师掌握使用教学平台的技能，提高教师线上授课的教学效率。同时针对教师线上教学经验较少的问

题，建议教师之间可以开展线上教学经验分享会，相互分享线上教学经验，发现并改正自身存在的不足，

提高自身的线上教学能力。 

4.2.2. 增加师生互动，提高课堂中学生参与感 
欲了解教师线上教学时与学生的互动情况是否对学生专注力存在影响，这里我们运用线性回归对其

进行分析，将“线上学习时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的情况”作为自变量，而将在“线上学习时，学生的专

注力”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0 所示。从上表可以看出，模型 R 方值为 0.131，意味

着线上学习时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的情况可以解释在线上学习时，学生的专注力的 13.1%变化原因。对

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验(F = 14.712, p = 0.000 < 0.05)，也即说明线上学习时老师与学生进

行互动的情况一定会对在线上学习时，学生的专注力产生影响关系，最终具体分析可知：线上学教学时

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的情况会对在学生的专注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Table 10.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 learning focus 
表 10. 线上教学时师生互动情况与学生学习专注度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95% CI VIF 

常数 1.581** 
(8.397) 1.212~1.950 - 

线上学习时老师是否经常

与学生进行互动？ 
0.305** 
(3.836) 0.149~0.462 1.000 

样本量 100 

R2 0.131 

F 值 F(1,98) = 14.712, p = 0.000 

因变量 在线上学习时，你的专注力 

 
由模型我们可知线上授课期间师生之间的互动频率对于学生专注度的提高有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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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线上授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增加对同学进行提问的次数，让同学连麦表达自己对于问题的理解等

等方式提高学生在上课过程中的专注度。对表现好的同学进行表扬和奖励，鼓励其他同学向表现好的同

学学习，营造课堂凝聚力。适当缩短理论讲授时间，留出更多班级课堂师生互动的时间和课堂讨论时间，

让同学们自由探讨所学知识，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发挥线上教学灵活性

高、自主性强的优势。 

4.2.3. 学校与线上平台协同合作，提升大学生线上学习体验 
针对调查中发现学生同时使用线上软件数量多、软件操作较为复杂等问题，学校在学习平台的选择

上应该做到择优使用，尽量要求各科教师在授课前就统一采用一到两种教学平台，尽可能减少学生大量

下载不同教学平台的情况发生。平台方面一方面应该简化、优化平台功能，降低软件的操作难度，让老

师们能够轻松使用软件进行上课。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平台要提高技术实力，解决软件漏洞，尽量减少软

件因同时在线人数过多而导致卡顿甚至崩坏的情况，提高学生和老师对于软件的使用体验。只有让学生

有良好的学习体验，学生才会展现出更高的学习欲望和学习效率。 

5. 结语 

大学生是青年中的骨干力量，是未来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力军，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线上教

学是新冠疫情情况下高校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好于坏，势必会影响其对知识理

解掌握的深度与广度，这与大学生未来的综合能力和个人素养的形成密切相关[4]。本次研究发现线上教

学还存在学生学习环境缺少学习氛围、学生自控力较低、老师线上授课经验少、使用软件不熟练等问题，

导致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如何提高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需要各个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共同探讨。

本次研究存在调查样本较少、研究方法单一，数据分析不够深入的问题，故今后的研究会从增强在调查

样本的数量，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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