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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iming to analyze the in-
fluence factors about online learning in course selection and online learning persever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earn-
ing resources and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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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学生为例，调查目前大学生线上学习的现状，分析其在线上学习时在课程选择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4064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4064
http://www.hanspub.org


潘宣虹 等 
 

 

DOI: 10.12677/ae.2018.84064 422 教育进展 
 

以及线上学习坚持性的影响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未来的线上学习资源和平台的开

发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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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开放课程的急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在网络平台集聚共享，使学习者免费通过

在线教育平台满足各自的学习需求[1]。大学作为教育的重要基地，需要引导教师与大学生与时俱进[2]。
网络进入课堂，新的教学方式给学习注入新活力。但在实践中却发现，由于大学生对于网络学习的内涵

和本质缺乏全面的思考和认识，以及诸多的客观因素，网络学习追求“形式”而忽视“本质”的现象频

频发生。因此，我们更加迫切地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对于大学生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所发生的影响和挑战。 

2. 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并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对全院学生进行调研，

收集了 206 份有效问卷。 

2.2. 研究内容 

根据确定的目标体系对问卷进行了编写，问卷包含 19 道题目，其中单选题 14 道，多选题 5 道。问

卷主要包含 3 个方面内容：学习者的个人情况、学习者课程选择的影响因素、学习过程中的坚持性。学

习者的个人情况包括学习者的基本信息(年级、专业等)；学习者课程选择的影响因素包含了学习动机、学

习环境；学习过程中的坚持性包括了学习中的困难和学习过程。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与数据分析。在参考已有同类研究后， 对问卷进行设计，从线上

学习现状、课程选择影响因素、学习过程及其坚持性情况等进行调查与统计分析。 

3. 调查数据分析 

3.1. 学习者基本情况 

对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后，了解到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填写人群多为大一和大二学生，而大三和大

四学生较少(表 1)。 
关于使用互联网的目的(多选) (见表 2)，大学生主要用互联网进行社交联络，其次就是用于休闲娱乐

和相关学习、资料查找，而用于网络线上学习的比例接近半数，这说明学生仅将互联网当作社交娱乐的

工具，虽会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但利用率却不高，虽然网络学习是一种新型学习趋势，但其潜力尚未得

以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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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Questionnaire completion 
表 1. 问卷填写情况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人数 143 54 8 1 

百分比 69.42% 26.21% 3.88% 0.49 

 
Table 2. The purpose of using the Internet 
表 2. 使用互联网的目的 

 社交联络 休闲娱乐 学习或学术研究 辅助其课程学习 查找其他资料 参与网络在线学习 其他 

人数 131 108 108 95 102 98 36 

百分比 63.59% 52.43% 52.53% 46.12% 49.51% 47.57% 17.48% 

3.2. 课程选择影响因素 

3.2.1. 目的 
调查大学生线上学习的课程选择因素也是本次调查的目的之一，在填答问卷的 206 名学生中，使用

或者有意向使用网络在线课程最主要的目的(见表 3)是自己的兴趣，其次就是学习自己本专业内容。在选

择网络课程时他们更可能会在空闲时间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而对于个人成长、

职业发展以及增加谈资方面并不是很看重，较少的考虑网络课程对于自身未来的影响。 

3.2.2. 渠道 
除课程选择的目的之外，课程获得的渠道(多选) (见表 4)也对课程选择存在一定的影响。学生们对师

长推荐的教育平台更加关注，对于学校和同学之间的推荐也较重视。这表明学生们对于老师非常信赖，

学生周围环境对网络课程选择的影响因素比重大。 

3.2.3. 形式 
网络课程的呈现形式也影响的课程选择，在课程形式中最受欢迎的是视频，而文档、作业、讨论等

形式学生则不太感兴趣。说明学生们对于生动形象的直观形式更能集中注意力、维持其兴趣，而文字则

被视为枯燥的内容而不愿意选择(表 5)。 

3.3. 学习过程中学习策略及坚持性 

大学生在网络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大多会通过网上搜索来解决，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与他人的互动较少，

解决问题的形式单一，甚至也有部分学生会因为遇到难题不去解决而放弃学习。这显示了学生们在进行

网络学习时，对网络学习还不够了解，没有将平台资源充分利用，学习热度不够高(表 6)。 
大学生每周愿意在网络在线课程上投入时间(表 7)多在 3 个小时以内，少数学生能够花 3 小时以上的

时间，有的则学生从不花时间，每周花时间在 3 小时以内的学生说明能够将线上和线下课程进行合理融

合，花 3 小时以上的时间学习的学生对网络学习处于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可能更具有坚持性，能够将

时间较好的规划，几乎不花时间的学生则可能是对网络课程不感兴趣或者时间、条件上的冲突或限制，

无法进行网络课程学习。这也暗示着部分学生对于网络线上学习是处于懈怠、消极状态的。 
调查中，在利用网络学习时，有 54.85%的学生曾弃学习，学生放弃学习的理由(见表 8)主要是中途

时间太忙、没时间上课、时间冲突，说明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能力存在不足，没有耐心听完课程则可能

是坚持性不强、不够重视，价格、选课不慎、课程太难也是学生放弃课程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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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写的问卷中，56.8%的学生看过 1 至 2 门课程，也有 31.55%的学生看过 3 至 5 门课程，看过 6
门以上或者没有看过的学生非常少，这说明大学生基本都学习过网络课程，但是在网络课程上花的心思

非常少，当然，本次调查多为大一、大二的学生，该阶段学生不排除存在课程和活动较多的可能因素，

在时间和条件都受限(表 9)。 
 
Table 3. Factors in choosing an online course 
表 3. 选择线上课程的影响因素 

 本专业内容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对人生成长或职

业发展有帮助 
对名校或教师的

崇拜 
时尚潮流，增加自己

的谈资 

人数 66 105 30 3 2 

百分比 32.04% 50.97% 14.56% 1.46% 0.97% 

 
Table 4. Understanding the channel of education platform 
表 4. 了解在线教育平台的渠道 

 师长推荐 学校要求 同学介绍 互联网站 书报杂志 社交软件平台 其他 

人数 150 103 89 72 52 48 1 

百分比 72.82% 50% 43.2% 34.95% 25.24% 23.3% 0.49% 

 
Table 5. The formal tendency of online courses 
表 5. 喜欢的网络课程的呈现形式 

 视频 文档 作业 讨论 

人数 169 22 9 6 

百分比 82.04% 10.68% 4.37% 2.91% 

 
Table 6. Measures taken after a problem is encountered 
表 6. 遇到难题后的措施 

 放着不管 求助教师 与同学讨论 网上搜索解决 

人数 16 32 37 121 

百分比 7.77% 15.53% 17.96% 58.74% 

 
Table 7. Weekly investment in online courses 
表 7. 每周在网络课程上的投入时间 

 几乎不花时间 1 小时以内 1 小时至 3 小时 3 小时以上 

人数 16 74 90 26 

百分比 7.77% 35.92% 43.69% 12.62% 

 
Table 8. Reasons for abandoning online courses 
表 8. 放弃线上课程学习的原因 

 中途事太忙，没时间继续上课 个人时间冲突 课程时间太难没有耐心听完 选课不慎太难 价格太贵 

人数 91 45 27 17 9 

百分比 44.17% 21.84% 13.115% 8.25%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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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otal number of courses completed 
表 9. 完整看过课程门数 

 无 1 至 2 门 3 至 5 门 6 至 10 门 10 门以上 

人数 16 117 65 3 5 

百分比 7.77% 56.8% 31.55% 1.46% 2.43% 

4. 结论与建议 

以教育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线上学习现状如下： 
1) 在线上学习的动机方面：学习动机是学习活动得以发动维持、进行直至完成的内在动力，能够驱

使大学生的学习活动朝着一定的目标前进。本次调查中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动机以社交联络为主，其次

才是线上学习，由此可以推断出学生线上学习动机不强，其可能原因为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缺乏兴趣、

更偏爱于传统学习方式、线上学习资源的不完整等。 
2) 在课程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从学习目的方面看，影响学生对课程选择的因素有以下两点：其一

是与兴趣的匹配度，学习者对于自己兴趣的学科门类抱优先选择态度；其二是与专业的相关性，能获得

较多的知识，在课余时间学生会选择通过网络课程学习充实自己，完善自己[3]。而从课程获得渠道来看，

学生周围环境对学生课程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学生对于师长推荐的网络课程更加关注，其次是同学间

的相互推荐。从课程的呈现方式来看，学生对生动直观的课堂呈现方式更愿意接受，注意力也能更持久。 

3) 在学生学习坚持性方面：学习的坚持性是指在较长的时间内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困难坚决完成 
学习任务的品质，它是意志品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调查中，多数学生在线上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合

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缺乏自主性、自制力、坚持性，对网络课程学习不抱有积极主动的态度，网络学习

过程中投入精力有限，遇到问题时更愿意自主在网上寻求答案而非与老师或同伴讨论，困难解决方式单一，

缺乏交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院除了心理学专业为普高招生，其余大部分学生都是通过职高的对口高考

的招生而来，职高对口的学生常具有自卑、理论学习能力差、知识底蕴不深的特点，因此网络学习方面

相较于其他学院也有一定的差异，如学习动机较普高生低、学习坚持性较差、探索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

不强等，这些特点也是网络课程未得以充分运用的原因。 
怎样让线上学习成为学与教的完美结合，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的作用，这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4]。

现提出以下建议： 
1) 线上学习方式目前最为流行的是慕课，慕课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和学习

内容，教学过程在线交流互动，学习效果及时评价等特点成为很多学生选择的学习形式[5]。但我院学生

使用互联网多用于社交联络、休闲娱乐和专业课程学习或学术研究，进行自主线上学习的同学并不是很

多，应增进学生对线上学习优势的认识，例如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局限、促进资源共享以及实现个性

化服务等优势特点。 
2) 为学生多提供可选择的网络资源，建设网络学习资源共享平台。学校及学院多提供网络学习平台，

扩大网络学习资源容量，尽可能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需要选择课程。 
3) 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控和他控，双向监视。由于线上学习是一种自发的学习方式，没有时间地点

等的限制，学生需要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而我院学生的学习自制力、坚持性较弱，教师可以适当施

加控制，使学生的自控和教师的他控来实现双向控制，进行双边监视，达到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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