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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线学习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而学习参与度又是衡量在线学习效果的

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 2000年至2020年间，主题为“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文献，采

用文献综述法和内容分析法，介绍了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历程，形成了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的主题模

型，并详细讨论了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提升策略、在线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

果之间的关系、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这四大主题以及各主题之间的联系。最后提出了已有研究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希望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在多元化的教育背景下，更加了解中国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

究现状，能够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可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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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learning, 
and learning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In this paper, the literature on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from 2000 to 2020 in CNKI is 
selected.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are exploited to sort out the re-
search process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nd construct the theme model which includes 
four interrelated them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on learn-
ing effect; and the qua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Finally, 
some issues needed to be addressed in existing research are proposed, hoping to help more do-
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relate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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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学习者的所有学习需要，在线学习逐渐被更

多的学者使用和认可。特别是自 2020 年 1 月底，全国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各校

均不能正常开学，为了保障全体学生正常学习，教育部发出了“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的号召[1]，
于是举国上下在全面抗疫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停课不停学”的活动。从小学到大学，各校迅速开启了

线上课程，学生也纷纷加入了在线学习的进程中。 
关于在线学习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国外学者 Khan (1997)说“在线学习”

就是以网络为媒介，向远程教育学习者传递教学信息的一种方法；Arliner (1999)说“在线学习”就是利

用计算机呈现给学习者一种资料；Mohamed Ally 在 2004 年重新给“在线学习”下了定义：在线学习就

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教师和学生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学习和互动的一种过程[2]。国内知名学者何克抗

教授认为在线学习是指通过因特网或其它数字化内容进行学习与教学的活动，它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所提供的、具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实现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将改变

传统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和师生之间的关系，从而根本改变教学结构和教育本质[3]。丁兴富教授在远程发

展的基础上提出在线学习是建立在双向交互电子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第三代远程教育，其开放灵活的特点

是远程教育实践中的重要形式[4]。 
虽然国内外都有众多学者关注在线学习参与度，但是在多元文化教育领域中，不同背景、文化差异

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大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因此记录中国进行的研究是至关

重要的，有助于更多的学者了解中国的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现状。学生的参与度作为保障在线学习质

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5]。研究将针对学习参与度展开系统性的研究，通过对国

内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统计、分析，总结，试图找出国内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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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以及研究存在的问题，期望能对后续的相关研究者有所帮助。 

2. 研究设计 

本文回顾了 CNKI 上 2000 年至 2020 年间所有关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通过整理、分析文献，

试图了解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希望对后续的相关研究者能有所帮助。 
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基础，主要用于本研究的前期，通过搜

索、研读、整理、分析已有文献，了解目前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现状、大致方向以及存在的问题，为

后续的内容分析做准备；内容分析法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文献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 
研究以“在线学习”和“参与度”为主题词，在 CNKI 上进行检索，时间选择 200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初步得到 192 篇文献，其中 90 篇期刊文献中有 24 篇文献属于核心期刊，另有 102 篇硕

博论文，占总文献的 53.13%。剔除无作者、会议报告等无效文章，最终得到 154 篇文献。研究的分析单

元为完整的一篇论文，由于文献的研究内容可能涉及到多个方向，特别是篇幅较长的硕博论文分析的内

容较为全面，所以在主题分类的时候以论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点为评判依据。 

3. 研究历程 

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历程来看，分别从硕博论文、期刊文献以及文献总数三方面统计相关文献

数量，并以此得到三者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on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图 1. 在线学习参与度文献数量分布图 

 
从整体来看，可以得到以下三条结论。第一，有关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从 2006 年开始出现，从此

之后每年都有出现，且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在 2014 年之前，相关文献数量很少，平均每年仅有 5
篇左右，直到 2015 年，相关文献数量开始成倍的增加，到了 2019 年，有关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的总文

献数量已超过 40 篇，2020 年有所下降，但仍有 26 篇。这说明学者从 2006 年开始关注在线学习参与度，

随着在线学习的发展，学者对在线学习参与度越来越重视。第二，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硕博论文的

数量要远远大于期刊文献数量。如果说期刊上的文献代表的是研究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广度，硕博论文代

表着在线学习研究的深度，可见，学者们对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是从面到点，从浅到深，所研究的

内容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深度。第三，关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硕博论文数量和期刊文献数量呈现出同

增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表明即使某种类型的文献数量减少，也不会导致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的总

文献数量大幅度下跌，这就表明学习者对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并没有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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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局部来看，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从 2006 年开始以期刊文献的形

式出现，从此之后每年都有学者发表与在线学习参与度相关的期刊，但是数量很少，都在 5 篇以下，直

到 2015 年相关的期刊数量增至 6 篇，且随后的两年中相关的期刊文献数量 2 倍以上的增加，但在 2018
年相关期刊文献数量又跌至 5 篇，随后的一年间迅猛地增加到 20 篇。第二，在 2008 年开始出现与在线

学习参与度相关的硕博论文，之后的七年中都有出现，但是数量极少，直到 2015 年迅速的增加到 7 篇，

且之后的数量开始逐步增长。历年具体的文献数量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annually 
表 1. 历年文献分布表 

年份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硕博论文 0 0 3 1 2 2 1 2 2 7 12 18 18 21 13 

期刊文献 1 1 1 3 4 3 2 1 4 6 14 17 5 20 13 

总文献数 1 1 4 4 6 5 3 3 6 13 26 35 23 41 26 

4. 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内容分析 

4.1. 主题模型 

通过整理、分析国内有关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文献，发现已有关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主题主要集

中在如图 2 所示的四个方面：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提升策略、在线学习参与

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并且，各研究主题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接下

来将详细讨论各研究主题以及各主题之间的关系。 
 

 
Figure 2. Research topic model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图 2.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主题模型 

4.2. 研究主题 

1.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通过整理和分析文献，发现众多学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所得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将在线

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整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如表 2 所示。 
表 2 较详细的研究并讨论在线学习者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另外白文倩(2011)等学者也谈及到在线学习

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因为在线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在学习的进程中除了学习者自身的主观

因素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客观因素，所以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后续的学者可以从

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相关的研究，若找到不一样的思路和角度，可能会有所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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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表 2. 在线学习参与度影响因素分析 

维度 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宏观方面 

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张蔷(2011) [6] 

直接因素、间接因素 胡凡迪、张大为(2019) [7] 

内部动机、外部动机 Romero-Frias (2020) [8] 

个人因素、环境因素 Panigrahi R, Srivastava P R, Panigrahi P K 
(2020) [9] 

微观方面 

参与者本身、其他核心参与者、平台与工具、学习资源 杨杉(2015) [10] 

学习环境、学习者需求、学习支持服务、学习参与度评价 章文捷(2016) [11] 

教学条件：教学设计、物质条件、教学支持 
情感条件：社交因素、学习情感参与 乌兰托娅(2016) [12] 

学习者自身、教师辅导、学习资源、学习平台与工具 文书锋(2017) [13] 

学习动机、教师参与、平台设计 郑玲玲(2018) [14] 

学生、教师、学习资源、平台工具、同伴影响、教学策略 傅清文(2018) [15] 

个人、同伴、教师、资源 方嘉文(2019) [16] 

教学设计、教学资源与平台、个体特征 刘洞波(2019) [17] 

 
2.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提升策略 
通过分析所有关于“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策略”的研究，发现已有文献主要从学习者自身、教师、

学习资源、学习同伴、学习平台、教学模式这六个角度提出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策略，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nalysis of promotion strategy of onlin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表 3. 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分析表 

角度 参考文献 

学习者自身 张蔷(2011)、杨杉(2015)、文书锋(2017)、刘冬梅(2017) [6] [10] [13] [18] 

教师 张云勤(2016)、刘佳梅(2016)、黄慧(2017) [19] [20] [21] 

学习资源 黄慧(2017)、董乐(2017)、李志明(2019) [21] [22] [23] 

学习同伴 沈欣忆(2015)、黄慧(2017)、孙众(2017) [21] [24] [25] 

学习平台 黄慧(2017)、董乐(2017) [21] [22] 

教学模式 李琪(2017)、孙众(2017) [26] [27] 

 
从学习者自身出发，通过外界的干预，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等，从而提升学习者的在

线学习参与度。多名学者都提到从学习者自身出发，提出科学合理的策略，进而提升在线学习的参与度

[6] [10] [13] [18]。 
从教师角度出发，希望教师能够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巧妙的设计教学活动，合理的运用教学

策略，并及时且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给予学生反馈，改善评价机制，重视多元评价和过程性评

价，不仅教师参与评价，学习者也可以互评、自评，不仅要关注学习者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习过程等

一系列的操做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加入学习的进程中，从而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习参与度[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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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资源角度出发，众多学者提到通过丰富并及时更新学习资源来促进学生在线学习的参与度[21] 
[22] [23]。从学习同伴角度出发，给学习者推荐学习伙伴[21] [24] [25]、丰富在线学习资源能够减少在线

学习者的学习孤独感并能增加在线交互强化问题的讨论，有利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提升。 
从学习平台环境出发，在线学习平台的建设，优化网络环境和页面布局，丰富在线学习工具有利于

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黄慧(2017)、董乐(2017)等学者都提到了学习平台的建设有利于提升在线学习参与

度。改变整个教学模式来提高在线学习者的参与度，李琪(2017)在研究高中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提到以

Edmodo 平台为网络载体，设计高中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26]。孙众(2017)等
人认为数据驱动混合课程动态设计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线课程学生参与度低和高流失率的问题

[27]。 
3. 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通过研读文献发现，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且大都是以硕博论文的形

式存在。从内容上来看，虽然每个文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不一样，但是陈然[28] (2017)、田阳[29] 
(2017)、詹泽慧[30] (2020)等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只有郑玲玲的研究中表明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业成绩的正相关性不明显。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张姝(2016)
量化法分析了非学历教育在线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得出影响学习效果的影响

因子及其权重。谢启洪(2015)通过数据挖掘和采集教学平台中学习者的行为和成绩等数据，并计算每一项

学习行为的参与度，最后得出每一项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31]。白文倩(2011)等借助 Blog
工具开展反思型异步学习模式，试图分析参与度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性[32]。Song 等人提到了课程参与度

与学习绩效之间的关系[33]。 
4.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 
在己有的关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与表征的研究中发现，多数学者是通过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

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从数量的角度出发，是对学习者的发帖次数、回帖次数、作业提

交次数等进行量化分析；从质量的角度出发，是对学习者的发帖内容、回帖内容、作业提交内容等进行

质性分析学习者的参与程度。对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表征有的学者采用雷达图和折线图，也有的学者尝

试着设计在线参与度的模型来表征。 
从量化层面来看，魏一通(2019)、谢启洪(2015)、乌兰托娅(2016)等学者的研究中都有从数量上对在

线参与度的量化进行考究，而忽略了质量方面。而彭敏军等(2011)学者刚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提出从数量

和质量两个角度对在线学习参与度进行考量，其中在线参与度的数量=完成的作业数量 + 发表的主贴数

量，质量包括提交作业(主贴)的质量和作业(主贴)被回复的质量以及对其他同学作业(主贴)回复的质量。

Pala 等人开发了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用于确定参与在线教学讨论的个体参与风格[34]。 
从表征层面来看，靳玉乐(2013)等学者在已有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将参与度分为表层参与和深层参与，

并利用雷达图和曲线图来量化在线参与度[35]。朱文辉(2017)的研究中把参与度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

用雷达图和折现图两种方式表征在线学习参与度[36]。胡敏(2015)构建了三维四度模型，三维指的是行为、

认知、情感三个维度，四度指的是参与的频度、广度、深度、体验度，并提出基于灰色偏相关的学生认

知参与度分析方法深入分析认知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而且还提出了云模型支持下的学生情感体验度分析

方法对学生的情感参与进行量化分析[37]。张姝(2016)在研究中将学习参与度划分为浅层参与、中层参与

和深层参与。 
通过上面的总结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都是从数量和质量

两个方面考量的，且对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数量和质量的界定还很模糊，并且众口不一。第二，所有关

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都侧重于外显行为的研究和表层参与，鲜少涉及到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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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学者也将“表层参与”视为“数量参与”。所谓的“表层参与”指的是行为上的外显表现，

甚至只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和练习，其认知水平还属于较低的层次。而深层的参与则指的是一种反思、一

种创建甚至是一种批判意见的表达[38]。第三，参与度的计算和量化缺乏权威的标准，带有浓重的主观色

彩。 

4.3. 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讨论 

通过对 154 篇文献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四大研究主题之间有如图 2 所示的关系。从图中

可以看出，这四大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五种联系，为了更加清楚地刻画和描述这五种关系，特意用了①~
⑤的编号表示。 

第一，①表示影响在线学习参与度因素的研究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思考方向。通过研读文献发现，很多学者在研究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策略时，往往会先通过问卷调查或

者访谈，了解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现状，然后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最后把影响因素的维度作为提升策略

研究的方向。当然，有些较简单的研究，也会通过现状找到其中的问题然后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从

而达到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目的。 
第二，②表示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策略的研究可以为在线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的研究打

下基础，并提供可以具体实施的建议和路径。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就是为了提高在线学习效果，在研究

中发现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目前在线学习效果不理想，那么研究者就会

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已有的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策略的研究就为此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第三，③表示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的研究可以为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的研

究提供评价依据，通过量化参与度和描述学习效果找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评价在线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之前需要对在线学习参与度进行量化，常用的是记录在线学习者登录–浏览、发帖–回帖、在线交流、

提交作业、共建共享等行为参与的次数，并评价其参与度的质量，然后再根据该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分析

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研究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

表征。 
第四，④表示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影响因子和

对应的权重，从而得到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初步得到的影响因子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各个因子的权重，根据权重找到影响力显著的因子作为最后的影响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因素。 
第五，⑤表示从已有的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量化的维度和侧重点，为

在线学习参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同时影响因素的研究反过来也会为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提

供可参考的维度。另外，从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现状研究中可以析出影响因素，也可以找到在线学习参与

度存在的问题，为提升策略做准备，同时也可以发现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并且还是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的前提条件。 

5. 思考与总结 

5.1. 对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1. 缺乏理论支持的概念研究 
虽然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在线学习参与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极少学者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去研讨基于理论的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概念。很多学者直接套用学习参与度的概念或者在学习参与度的概

念上稍加修改就作为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概念。这就使得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概念很模糊且没有理论支撑，

给后续更深层次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扰，或许，这是有关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不够深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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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乏对在线学习参与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虽然有学者提出在线学习参与度应该分为浅层参与、中层参与、深层参与，但是却没有进一步地解

释各层次参与度的具体含义，那么就无法评判某种行为到底属于哪一层次的参与。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

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评价在线学习参与度，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在线学习参与度数量上的测

评做的较好，记录行为上的数据，比如记录在线学习者登录–浏览学习资源的时长和频率、发帖–回帖

的数量等，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有关在线学习参与度质量上的评价，更没有评价标准体系，有很大的主观

性。缺乏在线学习参与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无法准确全面的量化在线学习参与度，这也阻碍了更深层次

的研究，比如限制了对“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研究。 
3. 缺乏对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的研究 
通过研究文献，发现绝大多数的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都是针对行为参与的，无论是提升策略还是

量化和表征，都是针对行为参与的，即使是在提升策略中也鲜少从认知和情感的角度出发，更无法操作

实施。认知和情感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很难从细节上去把控，也更难量化。 

5.2. 总结 

研究采用文献法和内容分析法，对 2000 年至 2020 年间所有 CNKI 上与在线学习参与度相关的文献

进行收集、整理、分析，详细介绍了国内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历程，并形成了研究主题模型，详细讨

论了在线学习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提升策略、在线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量化和表征这四大主题以及各主题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在线学习参与度研究现状存

在的问题有：缺乏理论支持的理论概念研究、缺乏在线学习参与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缺乏对认知参

与和情感参与的研究，并从这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期望有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能够了解中国在

线学习参与度的研究现状，并希望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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