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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传统学习相比，在线学习具有不受地域限制、成本低、灵活性高等优点。但在网络学习过程中教师不

能面对面观察学习者，因此无法及时关注在线学习者的情绪状态。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在在线学习中有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对构建良好的在线学习环境有重要理论

意义。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对2000~2021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讨在线学习者具体情绪状态、

情绪识别测量方法、情绪状态影响因素及基于情绪识别的在线教学程序设计研究的国内外概况，并基于

此为后续相关研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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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has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geographically un-
restricted, low cost and high flexibility. However, teachers are not able to observe learners face- 
to-face during the online learning process and are therefore unable to keep an eye on the emo-
tional state of online learner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mo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n-
line learning. Therefore,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state of online learner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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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od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2000 to 2021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online learners’ specific emotional states, emo-
tional recogni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emotional stat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nline teaching 
program design based on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related 
research based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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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是人类主观上的一种复杂感受，会对学习者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线学习中的积极情绪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投入程度，增强自身的自我效能感；而持续存在的消极情绪则会使在

线学习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出现上课跑神和学习效率低下的现象，导致他们逐渐丧失学习兴趣，

甚至中途辍学。在线学习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具有灵活性高、便捷性强、成本低、自定节奏、出行

时间少等优点。但由于在线教学将学习的主要管理和控制从教师转移到学生身上，这使在线学习者的情

绪变得尤为重要，目前已有在线学习模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证实。例如，Campbell 通过 COI 模型进行实

证研究发现，情绪会存在社会、认知和教学过程中，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在线学习体验[1]。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线教育又迎来一轮热潮，许多学生开始习惯线上授课，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

些问题。目前我国在线教育大都比较重视传授知识和学习结果，忽略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因此导致学习

者的学习动机、态度和兴趣受到一定损害，甚至极大地影响了学习效果。为此，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国

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探讨目前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研究现状，从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检索 

本研究以 online learning & emotion、e-learning emotion 为关键词组合，检索 Web of Science、Elsevier 
Science Direct、Springer 等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发现 2000 年到 2021 年的相关文献有 651 篇；以远程教

育&情绪、网络学习&情绪、在线学习&情绪为关键词组合，检索中国知网，发现 2000 年至 2021 年有 259
篇中文文献。综合以上四类全文电子数据库共检索到 910 篇研究文献。 

2.2. 文献筛选 

研究文献的筛选标准包括三个条件：1) 研究主题是关于在线教育情绪的有效性实证研究；2) 研究内

容是在线学习者情绪识别和情绪状态、影响因素及通过情绪识别提升在线学习效果的相关研究；3) 研究

对象是中小学和成年阶段的学生。根据以上筛选标准，通过浏览文献的题目、摘要和关键词，删除不符

合以上条件的文献和重复文献，核查相关文献的参考文献，弥补遗漏文献，最终共筛选 62 篇研究文献，

其中外文文献 37 篇，中文文献 2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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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发表时间 

在文献发表时间方面，具体见图 1，2000~2002 年没有相关实证研究；2002~2008 年有 3 篇相关文献；

2008~2014 的文献数量分别为 12 篇；2014~2016、2016~2018 和 2018~2021 的文献数量分别为 11、13、
23 篇。由文献数量随年份变化增长的情况来看，2000~2008 年为国内外在线学习情绪研究的起步阶段，

2008~2014 年逐渐发展起来。自 2014 年以来，尤其是 2018 年以来，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这表明国内外

研究者开始重视在线学习情绪的相关研究。 
 

 
Figure 1. Summary of publication time of the literature 
图 1. 文献发表时间概况 

3.2. 研究视角 

在线学习情绪的研究视角有五方面：基于情绪的在线学习系统研究、情绪与在线学习关系、情绪影

响因素研究、情绪识别研究和情绪状态研究。如图 2 所示，国内外研究者目前对在线学习情绪影响的相

关研究最多，共有 29 篇；其次是情绪与在线学习的关系研究，有 23 篇；关于情绪识别研究和基于情绪

的在线学习系统研究文献数量几乎一致，而关于具体情绪状态研究的最少，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研究者们

无法对在线学习中产生的情绪状态进行精准测量。 
 

 
Figure 2. Overview of online learning emo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 
图 2. 在线学习情绪研究视角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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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被试 

在研究被试方面，如图 3 所示，57 篇(90%)文献的研究被试是成年人，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

生等；仅有 6 项(10%)研究的被试是中小学生。研究数据表明，目前国内外有关在线学习情绪研究的对象

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研究生、在职人员等成年在线学习者，很少关于中小学生在线教育学习情绪的研究。

由此可见，目前在线学习情绪研究的被试分布极不均衡，缺乏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情绪的研究。 
 

 
Figure 3. Overview of online learning emotion research subjects 
图 3. 在线学习情绪研究被试概况 

3.4.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类型方面，这 62 篇文献主要采用七种研究方法，如图 4 所示。其中，39 篇文献采用 1 种

研究方法，22 篇文献使用 2 种研究方法，1 篇文献采用 3 种以上的研究方法；而采用实验研究的文献 27
篇，采用问卷调查法的文献有 45 篇，采用访谈法的文献有 7 篇，采用文本分析法的文献有 4 篇，采用课堂

观察法的文献有 2 篇，采用即时自我报告法和行动研究均有 1 篇。以上数据表明，目前关于在线学习情绪

的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法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实验研究法，然后是访谈法。并且大部分研究者结合实验研

究和问卷调查法两种方法，首先根据相关理论基础做出实验设计，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结论。 
 

 
Figure 4. Overview of online learning emotion research methods 
图 4. 在线学习情绪研究方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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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分析 

4.1. 在线学习中学习者情绪识别的测量方法 

目前，关于识别测量在线学习者情绪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主要分主观与客观两种。 
主观测量主要采用自我报告法，是现阶段在线学习情绪测量中最常用的方法，具体包括量表、访谈、

出声思维等测量手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问卷调查法是目前自我报告法中使用最广泛的，其中

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编制的成就情绪问卷(AEQ)较受研究者的喜爱，该量表主要分效价(积极、消极)和激活

(激活、去激活)两个维度测量与课程相关的在线学习者情绪。Artino 等基于成就情绪问卷(AEQ)编制出学

业情绪问卷，该问卷主要分三个维度(愉悦、沮丧和厌倦)测量学习者在网络学习时的情绪体验[2]。近几

年，我国学者也逐渐开始研究在线学习情绪量表，例如，汤诗华等编制的成人在线学业情绪量表(AOAES)
和董妍等编制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除了量表测量外，也有较多学者采用访谈法研究在线学习者情绪，

比如 O’regan 采用访谈法对 11 名在线学习者进行电话访谈，探讨网络学习中出现的具体情绪以及这些情

绪对网络学习的影响[3]。主观测量法在识别在线学习者情绪时具有便捷性，但由于该方法主要依赖学习

者自身的主观体验，所以与实际情绪间可能存在差异。 
客观测量法以生理测量为主，生理指标测量是采用生理记录仪对学习者情绪状态下的生理反应进行

记录，由此对情绪进行全方位的判断。例如，研究者们主要通过体温变化(热感应芯片测量)、心率变化(“情

感鼠标”的红外线测量)和皮肤电反应等实时识别和测量在线学习者的情绪状况，也可采用正电子断层扫

描技术(PET)中脑血流的变化和磁共振成像(fMRI)中血氧含量的变化来测量情绪状态。但生理指标测量也

具有一些弊端，比如佩戴生理记录仪可能会使被试产生紧张感，干扰学习过程，进而影响测量数据的质

量。此外，生理指标测量只能测量情绪维度方面的信息，比如皮肤电适合测量情绪唤醒度，心率变化适

合测量情绪效价(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于具体的情绪可能无法识别[4]。 

4.2. 在线学习中学习者情绪状态研究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学者们对网络学习者产生的具体情绪类型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大部分研

究者认为在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情绪主要有快乐、兴奋、自豪、热情、享受、有趣、专注，

消极情绪主要有焦虑、沮丧、无聊、羞愧、恐惧、孤独、困惑、挫败、烦躁。但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在

线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产生厌倦、内疚、满足、希望、放松、感激等情绪[5]。因此，在线教师和相关研

究者应多关注在线学习者的焦虑、沮丧和无聊等消极情绪，及时提供措施进行疏导，以免其学习成绩受

到影响。研究者们也需要进一步验证在线学习环境中学习者是否存在这些具体情绪以及是否以这些情绪

为主。此外，在线学习者具体情绪状态的类型、强度和频率会随学习阶段的变化产生波动。例如，Zembylas
通过访谈法发现，学习者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在学习之初是共存的，随着学习进程深入，学习者的热情、

兴奋和焦虑程度都明显下降[6]。但国内学者赵宏认为，在线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均以积极情绪为主，

随着学习时间增加，积极情绪强度逐渐降低，消极情绪强度逐渐增强，但这种变化并不显著[7]，这可能

是因为学习进程中遇到的挫折导致了学习者焦虑、心烦等消极情绪增强。因此，在线教师应鼓励学习者

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在线教师在学习后半程主动放慢教学进度，询问学生是否存在不理解的内容。 

4.3. 在线学习中学习者情绪状态影响因素研究 

情绪对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在线学习者的情绪状态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通

过总结梳理现有的相关研究发现，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两方面：学习者自身因素和外

部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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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在线学习者自身因素 
根据已有研究证实，影响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自身因素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感、学习

态度、人格类型、人口学因素、期望等。首先，自我效能感是网络学习者对自身能否顺利完成在线学习

任务的能力的信念和期望。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在线学习者会在学习过程中保持较高强度的积极情绪

水平和较低强度的消极情绪水平。因此，在学习之初，在线学习者应制定好学习计划，掌握一定的学习

策略；而在线教师则尽可能设立简单的教学内容，在学生完成时及时进行表扬，为其创设成功的初始在

线学习体验感，以此提高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减弱其消极情绪。其次，任务价值是个体关于任务的兴

趣、任务对个体的重要和有用性、是否能获得重要他人的奖励、任务的助人性以及从事该项任务所需要

付出代价的主观判断[8]。许多研究者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调查发现，在线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感知到的任

务价值与其学业情绪显著相关。例如，在线学习者对课程的价值评价会显著预测着他们的喜悦和厌倦水

平。Gwen 通过传统课程与在线课程的对比发现，任务价值对在线课程中的情绪预测作用更强。这可能与

学习者的态度有关，即学习者对课程的积极、消极或中立的态度会影响其任务价值评价，进而影响学业

情绪。因此，在线教师在教学之前要向学生明确教学目标，使其感受到课程价值，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

在线学习中。而人格作为学习者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统合，既具有独特性也具有稳定性。依据艾森克人

格模型的内外倾、神经质和精神质三个维度，衷克定等对在线学习者的人格类型与学习效果进行研究发

现，不同人格类型的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不同适应程度会使其产生不同的情绪[9]。因此，在线教师在教

学时，要因材施教，不可一概而论。在人口学因素中，多数学者都证实了在线学习者的情绪状态在性别

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性在线学习者更容易感受到焦虑、压力感和羞愧感。因此，在线教学者应适当地

对女性网络学习者给予适当关注。但在网络学习者情绪状态的其他人口学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们的观

点并不一致。例如，国外研究者认为黑人在线学习者会将教师没有及时反馈归因于其具有种族歧视，并

为此感到愤怒。然而我国学者经研究发现，年级、城乡差异、学历层次、在线学习时间、专业等才是影

响我国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重要人口学因素。最后，期望是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结果或他人是否会奖

惩的预期认知，主要包括外部期望和自我期望。外部期望会对学习者起外部促进作用，比如家长、教师

对孩子的期望，这种期望会使学习者被动学习，而自我期望则是学习者对自身的要求，是一种主动学习。

但不论是外部还是自我期望，不符合实际的期望会使学习者因无法达到而产生消极情绪。现如今，研究

者们关于期望对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影响的研究并不深入充分，且研究重点集中在学习动机上。多数学

者认为期望主要通过情感作用机制起学习动机作用。但对于期望是否真的起动机作用或如何影响情绪状

态还需进一步研究。 

4.3.2. 外部环境因素 
根据已有研究证实，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人际交互、在线平台相关

因素和课程相关因素。首先，人际交互主要分为同伴互动和师生互动。大部分研究已表明，网络教学过

程中增加师生交流和同伴互动会使其产生满意、感兴趣和兴奋情绪。而互动内容相关性也会显著影响在

线学习者的情绪。无关课程内容的互动会使在线学习者产生厌倦感，而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课程内容

会使学习者产生愉悦感。同伴互动和师生互动的及时性也与在线学习者产生的消极情绪密切相关。例如，

Liu 等通过调查发现，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不及时很容易引发在线学习者的无助、焦虑和失望等消极情绪

[10]。因此，在线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及时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互动，并鼓励学生之间进行积极讨论。其

次，在线学习平台的质量对学习者情绪状态有重要影响。稳定性和易用性差的在线学习平台会导致学习

者产生焦虑、挫败甚至恐慌等负面情绪。比如，国内学者隋晓冰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在线学习者的焦虑情

绪主要是由平台的易用性差导致的[11]。不稳定的在线学习平台对成人在职学习者的情绪状态影响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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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要面临很多的工作压力，面对不稳定的学习平台会更容易出现挫败感和丧

失学习兴趣。因此，对于在线学习平台开发者来说，致力于打造稳定、易用的带有实时情绪识别功能的

在线学习平台是至关重要的。最后，通过梳理研究文献发现，课程也是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重要影响

因素。课程内容和自身发展的相关性将会显著影响在线学习者的情绪状态。若两者不相关或相关弱都会

促使学习者产生困惑情绪，失去学习兴趣。而在线课程内容的单调、无趣和难度也会对在线学习者的情

绪状态产生影响，难度过大的在线学习内容会使学习者产生挫败感和羞愧感。因此，在线教师在授课时，

应适当增加课程内容趣味性、合理设置课程难度，多和学生沟通互动。 

4.4. 基于情绪识别的在线教学程序设计研究 

随着研究者们对在线学习者学习情绪的重视，基于情绪识别的在线教学程序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首先，普通在线教学程序和基于情绪识别的在线教学程序在学习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后者学习效果明

显好于前者。学者申丽萍早在 2009 年就依据在线学习者的生理数据进行实时情绪检测，并建立了带有情

感识别的 e-learning 模型。近几年，研究者们逐渐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改善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教学程序

设计中。例如，国外研究者设计了带有图形动画合成的智能代理人在线教学应用程序，该智能代理人可

以有效识别在线学习者的情绪并及时进行干预，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12]。目前关于情绪识别的在线教学

程序设计大都采用面部表情识别的方式实时提取学习者的情绪状态，并将情绪状态反馈给教师，少部分

研究者会通过眼动和头部运动来识别学习者情绪，并建立有效的在线教学情绪测量模型[13]。虽然目前基

于情绪识别的在线教学程序研究已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关于这些研究设计的切实应用还需要我们

进一步努力。 

5. 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后续研究的建议 

基于对目前国内外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相关研究现状的思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为学者进一步研

究在线学习者情绪提供参考。 
首先，情绪识别测量方法是研究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基础。根据已有研究的讨论分析发现，目前

学者在研究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时多采用单一的测量方法，但不同的测量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比如，

主观测量中的自我报告法是目前在线学习情绪测量中最常用和最便捷的方法，但测量结果带有主观性和

滞后性，可能与实际情绪存在差异。而客观测量法在在线学习情绪识别方面的敏感性较好，但佩戴生理

记录仪可能会使被试产生焦虑感和紧张感，干扰数据结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应考虑将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结合，根据多方位的观测手段来全面探索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 
其次，扩展在线学习者具体情绪状态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于激发我国在线学习者学习兴趣，增加

积极情绪，提高学习成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已有研究的讨论分析发现，目前关于在线学习者具体

情绪状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局限，且并未达成一致，需要研究者们扩展在线学习者具体情绪状态和影

响因素的研究，且国外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而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我国研究者应继续加大相关领域研究，为构建一个良好的在线学习环境做出贡献。 
最后，梳理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在线学习者情绪状态的研究对象多是成人在线学习者，关于

中学生的研究不太多。但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教育部为保证师生安全，要求教师们秉承着“停课不停

学”的宗旨进行线上直播教学，新的教学方式在提供便利之时，也不可避免地为中小学生带来一系列学

习问题，部分学生在线上学习中表现出情绪不佳、投入度不够的情况，这些现象反映了中小学生的在线

学习情绪需要得到关注。因此，未来关于中学生在网络学习过程中的情绪状态也值得研究者们进行深入

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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