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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TAM模型，本文提出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接受度研究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202
位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接受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质量对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度具有正向作用，研究发现马克

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根据研究结论并

借助社会心理学提出针对性建议，高校要关注受教育者的心理状况，提高课程质量、加强课程的有用性

与易用性来提高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以完善对高校大学生的人格与价值观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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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AM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search model for the acceptanc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Marxist theory courses. With 202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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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the wil-
lingness of acceptance behavior of Marxist theory cour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
ity of Marxist theory curriculum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cep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quality of Marxist curriculum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tu-
dents’ behavioral will under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university should pay atten-
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educate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urriculum, strengthen 
the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of the curriculum to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Marxism by univer-
sity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and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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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位于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早期的阶段，从认知心理学范围上看，其正处于认

知发展的高峰期，知觉的有意性和目的性都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作为正在成长的青年，受到瞬息万变

的外界环境影响加之自我概念的增强，大学生又属于一种十分敏感的群体，对于与自身有关的周边人事

物关注度较高，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大，他们的思维空间急剧延伸，必然导致其情感越

来越丰富和深刻。由于大学生心理内部的需要结构发生变化，大学生的追求有其独特性，而他们的价值

观念尚不稳定，时常处于波动、迷惘、抉择之中，其心理成熟又落后于生理成熟，因而大学生的情感是

不稳定的，情绪变化起伏大，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心境变化快。因此尤为需要开展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通识课程，帮助大学生从总体上认清现实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

内容实质，结合世情、国情与自身情况，不仅可以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与健康心理状态，也有利

于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 

2. 问题提出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培养，但相比其他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程开展的实际学习中，由于原理的深奥与晦涩，课程质量的参差，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等原因影响了

高校学生对该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甚至在心理上产生了反感情绪。从心理角度提高大学生对该

课程的接受度，对于大学生和教育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相关学者们既有研究，从思政课与心理

健康课程融合角度，研究通过推动“大思政”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的实践，积极探寻多种模式

培养学生积极情绪体验，从而推动其与人之发展精神诉求的契合(张桂源等，2022)；在关于学生接受度的

方面，学者任平依据技术接受模型，对高职创新创业课学生的接受度进行考察，得出课程质量直接显著

影响接受行为意愿等结论(任平等，2021)；学者王丽娜认为，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

理课的接受程度是增强原理课实效性的关键，并从学科内容角度挖掘多种方法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的接受度(王丽娜，2012)，总体看来，在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度方面定性研究的成果较多，定量研

究相对较少。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课程思政内涵和价值阐释、建设成效与经验介绍、宏观体系构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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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研究核心是以教师为主的课程思政资源供给，往往忽视了学生是否愿意接受及能接受多少的问题，

这一关键问题会直接影响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实现(徐松鹤等，2021)。而 TAM 模型以用户为主体进行设

计，检验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接受度，是从信息接受方来考虑与研究问题的，因此本文借助 TAM 模型探

析马克思主义接受度的影响因素，运用实证分析探究影响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接受度的因素，针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与问卷调查结果，完善现有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关课程设置，提出提升高校学生马克思主

义接受度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价值观。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研究理论基础：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是戴维斯运用理性行为理论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

时所提出的模型(DAVIS FD, 1989)，模型主要研究信息系统中外生变量通过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对个体使用意愿产生的影响。其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前提，即认为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行为意

向合理地推断，而个体的行为意向又是由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的。主要包括两个重要因素，即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是指学习者采用新技术或新系统时，主观上对该技术提高个人工

作效率的程度的认知。感知易用性是指学习者使用新技术或新系统时主观上认为减少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程度或所感受到的容易程度。一般而言，学习者若是觉得学习该系统或技术越容易时，对其态度就越往

正向发展，越容易接受该系统或技术；学习者若是认为学习该系统或技术越有用，对其态度也会越向正

向发展。 
随着发展迭代，技术接受模型具有简要预测学习者接受行为的功能，如学者路兴基于技术接受模型

建构出北大教师混合式学习接受度分析模型(路兴等，2011)学者刘妍构建了多层次的学生技术接受模型网

状关系图，探索电子课本环境中中学生技术接受度与学习方法、学习效能感的关系(刘妍等，2015)。 

3.2. 模型构建 

以 TAM 模型为依据，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特点，构建马克思主义课程高校学生接受度

研究模型(图 1)。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是影响高校学生接受度的最直接因素，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内

容、高校重视程度、课程设计三个维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为中介变量，行为意愿为因变量。 
 

 
Figure 1. A study model of student acceptance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principles 
图 1. 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课程学生接受度研究模型 

3.3. 研究假设 

H1：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正向作用。 
H2：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易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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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H4：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网络调查抽样的方法，对河南、广东、江苏、福建、黑龙江等多省的高校大学生发放问

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64 份，根据反向题的作答情况和答题时间情况进行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202 份，

有效率为 76.5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专业、政治面貌、学历。 

4.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模型中构建的测量题目参考来源有：戴维斯的技术接受模型(DAVIS FD, 1989)、基于 TAM 高

校网络课程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张刚要等，2015)。其中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 2 个题目，感知有用性 4
个题目，感知易用性 2 个题目，行为意愿 1 个题目，加上 4 个描述性题目，共 13 个题目。所有题目均采

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 1 到 5 依次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1) 信度分析。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借助 SPSS19.0 对本研究自编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问卷整体的克

隆巴赫系数是 0.74，高于一般水平，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 
2) 效度分析。运用 SPSS19.0 对所有题项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其中 KMO 值为 0.778 > 0.7，

p < 0.001，符合检验标准。 

5. 研究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运用 SPSS19.0 对样本进行差异性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在高校

学习者性别、专业方面无差异，p > 0.05，说明学习者感受到的课程质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与课

程接受度与性别与专业无关，但各变量在学习者的政治面貌方面出现差异性，p < 0.05，说明学习者感受

到的课程质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与课程接受度与政治面貌具有相关性。 

5.2. 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高校大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的课程质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

性和行为意愿等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相关分析 

 平均值(M) 标准差(SD) 课程质量 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 行为意愿 

课程质量 2.149 0.731 1    

感知易用性 2.001 1.399 0.174* 1   

感知有用性 2.030 1.399 0.425** 0.283* 1  

行为意愿 1.188 0.618 0.07 0.241* 0.144*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根据表 1 相关分析的数据结果来考察，第一，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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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说明高的马克思主义课堂质量能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内容的接受度，但课堂质量与大

学生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意愿相关性并不强，可得出尽管马克思主义课堂质量良好，但并不能显著直

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实践行为，可能需要其他中介变量的作用。第二，变量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相关

性较强，表明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程越融入实践生活的情况下，其理念与观点越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第

三，感知易用性与行为意愿之间也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课程内容从心理上感知

其越简单，则越可能将其融入社会与自身的实践生活中。 

5.3. 回归分析 

为了讨论变量之间影响的方向性，运用 SPSS19.0 数据分析软件对模型中几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课程质量对感知易用性(β = 0.059, p < 0.001)具有正向作用，表明在提高马克思

主义课程质量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关课程的感知易用性增加，接受度也相应提高；其次，感

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β = 0.120, p < 0.001)具有正向作用，即当马克思主义课程设计让高校大学生感受

到的简易度越高，则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的帮助性就越强。最后，从高校学生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意愿角度观察，相比感知易用性、课程质量而言，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愿的正向影响最强，即当高校学

生感知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自己的认识活动与实践生活的帮助性越大，则其在社会生活中就越愿意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实践生活中。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的平方 F 未标准化 β β t 

感知易用性 课程质量 0.070 0.005 0.983 1.061 0.059 7.843 

感知有用性 
课程质量 

0.120 0.014 1.451 
0.003 0.002 0.022 

感知易用性 0.012 0.120 1.673 

行为意愿 

课程质量 

0.362 0.131 4.176 

0.066 0.125 1.571 

感知易用性 0.077 0.174 2.457 

感知有用性 0.141 0.216 2.256 

6. 结论及建议 

6.1. 研究结论 

设计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影响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接受度的因素，从而提升学

生心理健康，完善人格。从课程质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的角度入手，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大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从研究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假设一：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正向作用，由上述数据表明假设一成立；假设二：

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易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由上述研究数据表明，假

设二成立；假设三：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由上

述数据表明假设三成立；假设四：马克思主义课程质量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对学生的行

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由上述数据表明假设四成立。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07


裴慧敏 

 

 

DOI: 10.12677/ap.2023.135207 1720 心理学进展 
 

6.2. 建议措施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在针对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接受度方面，立足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根

据数据分析情况与技术接受度模型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1) 高校可通过提高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课程质量来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由于课程质

量与接受度成正向关系，因此着力改善课程质量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认知接受度。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质量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要改变高校教师传统的授课方式，传统讲课模式由于

受到课时的制约，为了赶完庞大的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效率，不得不采取直接灌输知识的方式，只挑选

重点来讲，这种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忽视学生内心发展需求，容易降低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甚

至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因此要改良传统授课方式，将新的教育模式和

现代化手段植入授课过程。依据积极心理学的内容，提升个体的积极体验，有助于塑造个体积极人格，

培养个体积极力量及品质(周弦等，2019)。基于此理论，采用翻转课堂、学生小组课题、名校慕课学习等

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提高学生在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参与度与体验度，促使其产生积极情感，丰富

授课方式从而不断提高课程质量。二要将实践活动融入课堂。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属于理论性较强的课

程，只专注于原理讲解难免枯燥乏味，教师作为教育者占据课堂的主导地位，应该将原理讲解与实践相

结合，“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其实践教学的一般形式应包括社会实践、课堂实践、科

研实践三种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殷石龙，2006)。”高校要积极开展多种实践，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

让学生真听、真看、真感受，引导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体会原理、领悟真理，践行马克思主义，提高对

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塑造个体积极人格与品质。 
2) 高校可通过提高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课程的感知有用性以提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度。受到

实用主义影响，高校学生对具有较强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学科表现更多的偏好性，对理论性较强而实用

性相对较弱的课程则表现的接受与学习兴趣较低，因此培养其学习兴趣，同时让高校学生体悟到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实用性至关重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应巧妙选择切入点接近并嵌入高校学生生活中，

增加原理的温度，增长与受教育者的共鸣，满足学生自身全面发展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情、

世情、热点事件相结合，帮助高校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来观察自身生活与周边事物变化，既能够

帮助学生走出焦虑与迷惘情绪，又可成为指引学生自身发展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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