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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处于“互联网+”的时代下，大学生越来

越依靠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进行信息的获取，网络学习逐渐成为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下不可或缺的重

要学习方式。为了解现在大学生网络学习现状及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使用情况，对平台发展进行分析以促

进学习平台的优化，实现双方共赢。本文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整理数据后运用SWOT分
析模型建立内外部评价指标体系，着重研究了当今四个主流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中国大学MOOC、腾讯课

堂、学习通、哔哩哔哩)的发展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在影响网络课程学习平台发展的外部因素中，机遇

为学习方向的倾向，威胁为老师讲授方式以及学生网络学习状态；在内部因素中四个平台优势与劣势共

存，最后依次对四个平台的劣势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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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major changes in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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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and learning methods. In the era of “Internet+”, college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line learning has gradu-
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learning method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er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and the use of 
online course learning plat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is analyzed to promote the op-
timization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a ques-
tionna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collects and collates data, and uses SWOT analysis model 
to establish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ur mainstream online course learning platforms (MOOC, Tencent Classroom, Xuexitong, Bilibili).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ourse learn-
ing platforms, opportunities are the tendency of learning direction, and threats are teachers’ teach-
ing methods and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status. In the internal factors, the advantages and dis-
advantages of the four platforms coexist. Finally,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four platforms are ana-
lyzed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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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云、大、物、移、智”等为主体的新兴信息技术为大学生提

供了移动化和多元化的学习方式，促使网络学习方式的形成[1]。网络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自主地安排学习内容[2]。学生通过规划时间、选择内容来完成学习，使得网络自主学

习为大部分学生所接受。特别是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网络授课在全国推广实施，居家学

习需求骤增，网络自主学习成为大学生的必然选择。 
从学习平台建设来看，截至 2020 年 5 月底，我国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学校空间 41 万个、

教师空间 1349 万个、学生空间 651 万个、家长空间 593 万个，体系空间登录总数 994.6 万人次、应用访

问 2.96 亿人次，月活用户 0.65 亿人[3]。这一组数据的增长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 
从学习平台发展来看，据艾瑞咨询(2018)发布的《2017 年中国 B2B2C 在线教育平台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2017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 1941.2 亿元，同比增长 22.9%。巨大的市场空间，正在吸引着众

多的传统教育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加速布局在线教育课程业务。在快节奏的时代下，学习平台在轻量化、

碎片化、结构化、移动化的优势下更加突出。互联网知识用户新需求的多元化，促使在线教育市场更加

细分、产业规模不断增长，在许多细分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但网络学习是否高效，学习平台资源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健全等问题仍需探究。学生在网络学习过

程中会出现一些不适应问题，如学习态度不积极、学习环境不适应、难以将线上与线下内容相结合、学

习缺乏交流等问题。有研究表明，只有 33.3%的学生能够适应或者基本适应网络环境下的学习方式。由

此可看出，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学习不适应问题，这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效果与

学习质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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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也有不足，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视频画质不够清晰，学习资源过于陈旧，

未能及时更新等制约了大学生网络的学习；平台的网络资源内容缺乏多元化和系统化，不能完全满足大

学生的网络学习的实际需要，也不利于学生知识结构化的构建；平台的导航系统不强，不能满足学习者

的需求，学习者容易产生“迷航”现象；平台的评价反馈系统差，师生评价较欠缺，主要是因为在线教

师较少，学习者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答[5]。 
学生使用网络课程进行学习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在课上有无法理解的知识点利用网络视频资料

进行学习，使他们对所学课程中的知识进行回顾复习、查漏补缺；有的利用网络课程进行预习，以便及

时获取课程中的重难点；有的是在临近考试时，观看网络课程帮助自己复习准备考试；也有的是为了学

习自己所感兴趣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与视野。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学生们都在网络课程学习

中有所收获，这也正是网络课程平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6]。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学生(以邯郸市三所高校的本科生为例)目前对网络课程学习平台的使用情况及当

前主流网络课程学习平台的内外部竞争环境，为对相关网络课程学习平台提供建议，完善自身平台的教

学功能。 

2. 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为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邯郸学院的全体本科生。调查实施

的范围即为三所高校校区，采用线下的纸质问卷与线上的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线下问卷的范围为学

校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和学校餐厅。线下问卷采用“拦截式”每隔 5 分钟发放一次的等距抽样的调查方

法[7]，在正式调查前，首先在三所学校校内随机抽取部分学生进行焦点座谈会，主要探讨学生目前常使

用哪些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以及有关设计问卷的问题，从中得出学生较多使用的平台为“哔哩哔哩”“中

国大学 MOOC”“学习通”“有道精品课”“腾讯课堂”，其次进行预调查，在预调查中将上述平台以

及“其他(请注明)”作为问题“您最近半年内使⽤ 次数最多的⽤ 络课程学习平台为？”的选项，最后统计

预调查问卷数据得出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学习通、哔哩哔哩为目前学生最多使用的四个网络课

程学习平台，最后将这四个平台设置为正式调查问卷相关问题的选项并进行调查，正式调查的样本量为

955。 

3. 实证分析 

3.1. 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 SWOT 对平台的内部以及外部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分别选取 4 个内部环境因素指标以及 3 个外

部环境因素指标[8]。 
内部环境因素包括平台的课程类型、平台课程时长、平台界面设置以及平台的支持服务。课程是一

个平台的核心竞争力，课程的类型能否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是学生进行平台选择的主要因素；平台的课

程时长的设置影响着学生学习的效率，课程时长过长会使得学生难以专注于课程内容而不能获取到知识；

合理的界面设置能够让学生更快的找到自己要学习的内容，而不会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内容所影响，快速

进入学习状态；平台的支持服务主要包括平台的老师答疑区、指定学习计划、直播等对学习提供支持的

功能，这些功能为学生的学习起辅助功能，较为新奇的学习支持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成为平台的忠实学

生。 
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学生学习方式的倾向、老师讲授方式以及学生网络学习状态。学生学习方式的倾

向即学生更倾向于线下学习或线上学习；老师的讲授方式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能够促进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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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生在进行网络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的状态也是对平台产生影响，较好的学习状态

能够使学生更完整的获取知识，会获得学习的满足感。 

3.2. 分析步骤 

 对问卷中相关问题的选项进行评分。 
 根据问卷结果，将问卷选项评分的算数平均值作为各指标的表现得分，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的权重。 
 以各指标的表现得分的正负判断指标为优势或者劣势。 
 计算优势与劣势的各指标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优势与劣势的总分值，做出 SWOT 的四边形，最

终对内部环境中的优势(S)因素、劣势(W)因素以及外部环境中的机遇(O)因素、威胁(T)因素进行分

析。 

3.3. 结果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各平台各因素的得分见表 1。 
 
Table 1. Scor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each platform 
表 1. 各平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得分 

因素 权重 中国大学 MOOC 腾讯课堂 学习通 哔哩哔哩 

内部因素 

平台课程类型 0.3099 −0.0722 −0.2817 −0.2199 0.1982 

平台课程时长 0.2230 0.1598 −0.0211 0.0665 0.2555 

平台界面设置 0.2831 0.0206 −0.2183 −0.0179 0.2070 

平台支持服务 0.1840 0.3144 0.2606 0.3632 −0.5242 

外部因素 

学习方式倾向 0.2376 0.0180 

老师讲授方式 0.3174 −0.9487 

学生网络学习状态 0.4450 −0.4639 
 

分别做出各学习平台的 SWOT 矩阵图如下： 
 

 
Figure 1. Tencent Classroom development strategy SWOT quadrilateral 
图 1. 腾讯课堂发展战略 SWOT 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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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OOC development strategy SWOT quadrilateral 
图 2. 中国大学 MOOC 发展战略 SWOT 四边形 

 

 
Figure 3. Xuexitong development strategy SWOT quadrilateral 
图 3. 学习通发展战略 SWOT 四边形 

 

 
Figure 4. Bilibili development strategy SWOT quadrilateral 
图 4. 哔哩哔哩发展战略 SWOT 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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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边形重心的确定公式分别计算各平台的 SWOT 四边形的重心如下：中国大学 MOOC (0.03766, 
−0.15450)、腾讯课堂(−0.0529, −15450)、学习通(0.00421, −0.15450)、哔哩哔哩(0.07651, −0.15450)，可知，

腾讯课堂的四边形重心在 WT 区域见图 1，中国大学 MOOC、学习通和哔哩哔哩四边形的重心都在 ST
战略区域见图 2、图 3、图 4，因此，腾讯课堂应该以 WT 战略为主，对于优势要保留，对于劣势要不断

改进。中国大学 MOOC、学习通和哔哩哔哩在 SWOT 方法的发展战略中应以 ST 战略为主，即充分利用

内部的优势因素，克服外部环境的威胁，不断更新课程类型，将互联网的新技术不断运用课程平台以提

高支持服务的质量。 

4. 结论与建议 

首先对于影响网络课程学习平台发展的外部因素中，机遇为学习方向的倾向，威胁为老师讲授方式

以及学生网络学习状态。突如其来的疫情为网络课程学习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论

是网课直播平台，还是本文所研究的网络课程平台，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该学习方式由于空间的

限制使得老师与同学不能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老师也不能随时看到学生状态的变化，缺乏老师的监督且

学生容易分心，如果老师的讲授方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则学生们更加难以进行深度的学习。 
其次，在各个平台的内部因素中，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劣势因素为平台课程类型。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课程大多通过 PPT 进行讲解，并且讲解的内容不够深刻，学生们只能得到浅显的知识，不能引导

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平台应该积极地引进新课程，吸引更多的使用者。 
对于腾讯课堂平台，平台课程类型、课程时长以及平台界面设置都为劣势因素，还需有更加优质的

内容作为支撑。此外腾讯课堂中的大多数课程都为收费课程，可以适当降低价格或者推出免费的课程来

吸引客户。在本次调查研究中，腾讯课堂的使用率较低，因此平台应该全方位地提高本平台的竞争力，

吸引更多使用者。 
对于学习通平台，内部劣势因素为平台的课程类型以及平台的界面设置。学习通的自选课程数量与

种类远远不及其他学习平台，且课程类型多为通识课，从学生的兴趣入手，符合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教育观念，但是学生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这些通识课知识，更多的是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学

习通在这一方面是欠缺的。并且，该平台的部分课程录制时间较为久远，画质不够清晰。所以平台应该

增加对课程的引进，不断进行课程创新，与时俱进，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课程。比如在课程类型的方

面，增加大学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知识课程，可与各大高校进行合作，邀请高校教师参与网络课

程的录制。在平台界面的界面设计上，平台可以增加适当的板块，并对平台中的视频课程进行分类，以

便用户更方便快捷地搜索和浏览观看感兴趣的课程。 
对于哔哩哔哩平台，内部劣势因素为平台的支持服务。哔哩哔哩平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网络课程学

习平台，但是在本次调查中却有着最高的使用比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哔哩哔哩平台对课程类型有着

较高的包容性——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各种网络课程的录制与上传，保证了课程的多样性，使得学生们更

容易找到自己想学的课程。但由于课程为私人上传，因此多数情况下与课程相关的学习资料不能够完整

的提供。另外平台的设计中没有专门的对课程的分类目录，学生们只能通过自己搜索关键词获取课程，

此外哔哩哔哩平台还可以设置学习模式增加学生上课的学习效率，增加答疑区、资料区等支持服务为师

生互动提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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