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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访谈法、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探析广西贵港地区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进行纸质笔记和电

子笔记的学习策略，从认知策略、时间管理、地点管理、笔记策略等方面，收集大学生电子学习和纸质

学习的用户数据，分析纸质学习的原因，旨在对推进电子学习、无纸化学习等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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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paper-based learning and e-learning strateg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ost-
graduates in Guigang, Guangxi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 literature, and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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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trategies, time management, location management, and 
note-taking strategies, the user data of e-learning and paper-based learning were collected and 
the causes of paper-based learning were analyzed.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e-learning and paperles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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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纸质笔记与电子笔记 

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记笔记和笔记策略的相关研究。笔记策略是学习

策略的一种特定操作形式，也称为记笔记(note-taking)，它是一种将所学知识个性化以促进记忆和理解的

方法。做笔记是一个由感知转化为联想、分析、综合，再转化为文字表达的比较复杂的思维过程(宋东清，

刘电芝，付瑛，2017)。随着科技的发展，记笔记也逐渐衍生了电子笔记。在宋冬青的研究中，电子笔记

的操作定义为使用电脑输入学习材料的笔记(宋东清等，2017)。有研究表明，手写文字的识别过程与计算

机键入印刷文字的识别过程存在很大差异，与印刷文本相比，手写文本的识别受文本材料的影响更大，

包括文本的物理结构特征、文本特征、书写风格等(任晓倩等，2018)。手写文字加工处理涉及文字整体加

工和特征加工，加工方法与印刷文本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并且手写文字识别会激活不同的大脑区域活

动(Cabeza & Nyberg, 2000)，使我们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宫殿坤、郝春东和王殿春(2009)研究了不同汉

字字体对视觉搜索的影响。实验发现，阅读宋体字符的反应时明显短于楷体字符。他们认为，即使相同

字体大小的宋体在视觉呈现时比楷体字符更粗，字体更大，就更容易进行视觉搜索。 
此外，除了对纸质学习和记笔记的研究外，部分研究聚焦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的效果，一些学者

使用微信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作为研究变量，在一年内对同一组被试的危险性行为进行跟踪调查，发现

微信电子问卷中危险性行为的报告率会比纸质问卷更高。此外，微信问卷的回收率低于传统纸质问卷，

但效率高于传统纸质问卷，可以获得更好的数据(徐赞等，2018)。 
目前，对笔记策略的研究已扩展到在线网络笔记领域，如微博笔记、电子平板电脑笔记(Cristoforetti 

et al., 2005; Umejima et al., 2021)。电子平板电脑笔记是使用电子平板电脑记录信息的过程。一些研究者

在 2021 年对纸质笔记本和电子平板电脑笔记本进行研究，发现纸质笔记在学习简单问题上，要优于电子

平板笔记(Umejima et al., 2021)。 
因此，该研究对电子媒介与纸质资料进行行为选择研究，并探究学习者对学习工具的选择及其使用

习惯的数据，并分析其原因，对推进无纸化阅读、学习具有极大的意义。 

1.2. 记忆策略 

记忆策略(Memory Strategies)，是使用各种记忆手段和方法，对信息进行编码、加工、提取的过程。

笔记策略是学习策略的一种具体操作形式，又称记笔记。就是将所学知识进行个性化记录以促进记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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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方法。现如今，笔记已经不像当初的纸质笔记，而存在更多的电子笔记，例如电脑笔记、微博笔

记、iPad 笔记等。在宋东清等人的研究中，大学生笔记策略种类丰富且存在优势笔记策略，并且大学生

的笔记记录会有选择性(宋东清等，2017)。 
纵观已有的研究，对记忆策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将记忆策略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组

成部分，没有专门针对笔记策略的使用习惯进行调查，这类研究对记忆策略的发展过程、特点和影响因

素的研究不全面、不深入，对不同年龄儿童的记忆策略的结构、层次缺乏探索(解登峰，谢章明，2021)。
研究词汇学习中记忆策略的调查和归纳，多为对英语单词、英语生僻字的研究(李芃，2008)。因此本研究

也探讨了大学生常使用的笔记习惯、笔记记录方式等，为大学生记忆策略、笔记策略等提供指导。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广西贵港地区的大学生及大学生以上学历的人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百度学术等平台，以纸质学习、电子学习、学习策略、笔记策略等词汇作为关键词

进行文献搜索，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本论文调查问卷共设 27 个问题，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调查，共设 3 个问题；

第二部分根据消费者对于使用电子学习和纸质学习的分类题，共设 4 题；第三部分基于记忆策略理论、

从笔记策略、时间管理、地点管理三个方向维度共设 6 题；第四部分根据学习策略使用情况，共设 15 题。 
首先是对受访者电子学习和纸质学习的分类题，分为两份不同的学习习惯问卷，纸质学习组填写后

14 题，电子学习组填写后 18 题。此外，若在常用的电子产品学习时，选填平板电脑、iPad 选项，另需

填写 2 题 iPad 使用习惯题目。其次是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共设 4 个问题，主要调查受访者对学

习策略了解程度。再次是从受访者对学习策略了解程度、使用情况、学习意愿进行研究，共设 10 个问题。

最后是对受访者学习策略维度进行调查，共设 6 个问题，主要调查受访者对学习策略的笔记策略、时间

管理、地点管理进行调查。此次问卷共计发放 109 份，回收 109 份，问卷回收率 100.00%，有效问卷 108
份，有效回收率 99.1%。 

3. 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对象的特征分析 

此次问卷调查有效样本总人数 108 人，男性 46 人，占样本总比例的 42.2%，女性 63 人，占样本总

比例的 57.8%，基本比例与 4:6 相符。 
调查样本中各年级人数分别是 13、14、31、49，研究生以上 1 人，分别占比例是 12.0%、13.0%、28.7%、

45.4%、0.9%。本次调查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样本中户籍的人数分别是农村 58、城镇 50，分别占

53.7%、46.3%。男女比例、户籍所在地比例接近 1:1，使研究更具有代表性。 

3.2. 学习工具分析 

表 1 数据结果显示，使用电子产品学习的受访者占 11.1%，纸质工具学习 2.8%，纸质与电子交互学

习占 86.1%。表明当代大学生很少单一使用纸质媒介或电子工具学习，更多选择电子与纸质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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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现代 21 世纪的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迅速，工具选择种类繁多。 
 

Table 1. Frequency of learning tool usage  
表 1. 学习工具使用情况频次表 

 频数 百分比% 

电子产品 12 11.1 

纸质工具 3 2.8 

纸质与电子交互使用 93 86.1 

 
表 2 数据结果显示，电子学习的工具使用选择频数分别是：手机 92 人、电脑 74 人、平板电脑和 iPad 

45 人、Kindle 读书器 6 人。所占频率 85.2%、41.7%、68.5%、5.6%。使用手机进行学习的人数最多，表

明手机对大学生的重要性。使用电脑学习位居第二，电脑在办公、学习上占有很大的地位。 
 

Table 2. Frequency of equipment used for e-learning 
表 2. 电子学习使用设备频次表 

 频数 频率(%) 

手机 92 85.2 

平板、iPad 45 41.7 

电脑 74 68.5 

kindle 读书器 6 5.6 

 
表 3 数据结果表明电子产品使用原因情况，其中方便观看视频占 98%，呈现比较清晰占 90.7%，做

笔记方便占 36.1%，可随身携带占 59.3%，多功能占 53.7%，可搜寻很多资料占 79.6%。在上述原因中，

大学生学生的网课任务较多，因此使用电子设备观看视频成为使用电子产品的首要原因。 
其次，大学生研究课题不像高中学习单一，大学课堂的重点发展任务也包括课题资料丰富性和互动

性。电子设备的功能较为丰富，例如搜寻论文和资料、网盘教学视频等，这成为选择电子产品进行学习

的主要原因。最后，电子产品的方便性也成为使用的原因，说明大学生不仅考虑效用，也考虑实用性。 
 

Table 3. Frequency of the reasons for the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multiple choices) 
表 3. 电子产品使用原因情况频次表(多选) 

使用原因 频数 频率(%) 

方便观看视频 98 90.7 

呈现比较清晰 42 38.9 

做笔记方便 39 36.1 

可随身携带 64 59.3 

器材多功能 58 53.7 

搜寻很多资料 86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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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数据结果表明大学生电子产品使用用途，用于网课占 98%，完成专业作业占 90.7%，搜集资料、

论文占 36.1%，做笔记 59.3%，做知识导图占 53.7%，观看 PPT 占 79.6%。首先，与表 3 的使用原因相符，

看网课成为电子学习的首要原因，搜集论文和资料成为第二原因。 
 

Table 4. Frequency of electronic learning product use (multiple choices) 
表 4. 电子学习产品用途频次表(多选) 

产品用途 频数 频率(%) 

看网课 91 84.3 

完成专业作业 52 48.1 

搜集论文、资料 88 81.5 

做笔记 34 31.5 

做知识导图 37 34.3 

观看 PPT 65 60.2 

3.3. 学习策略分析 

学习策略分析是对记忆策略的了解程度、运用程度、对学习策略的渴望程度进行提问，共设问 3 题，

结果如下。 
表 5 数据结果表明，有 53 位大学生(占比 49.1%)选择了解记忆策略，有 23 人(21.3%)选择非常了解。

表明大学生对记忆策略了解比重大，进一步反映了记忆策略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Table 5. Frequency of memory strategy recognition 
表 5. 记忆策略认识情况频次表 

 频数 频率(%) 

非常不了解 1 0.9 

不了解 1 0.9 

一般 30 27.8 

了解 53 49.1 

非常了解 23 21.3 
 
表 6 数据结果表明，有 48 人(占比 44.4%)的填写者选择了解运用记忆策略，有 23 人即 21.3%的人选

择了非常了解记忆策略的运用。说明记忆策略在大学生的学习中被使用得比较广泛。对比表 5 的数据，

数量略有下降。表明许多大学生虽然了解到记忆策略，但实施起来仍有一定的难度。 
 

Table 6. Frequency of memory strategy application 
表 6. 记忆策略运用情况频次表 

 频数 频率(%) 

非常不了解 1 0.9 

不了解 4 3.7 

一般 32 29.6 

了解 48 44.4 

非常了解 23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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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数据为大学生对学习记忆策略意向。同意学习记忆策略有 43 人、不同意 3 人、一般 30 人、同

意 43 人、非常同意占 32 人。即有超过一半人渴望了解学习策略。高校可增添一些有关学习策略的课程，

为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法。 
 

Table 7. Learning and memory strategies frequency and intention schedule 
表 7. 学习记忆策略频次意向表 

 频数 频率(%) 

非常不同意 3 2.8 

不同意 0 0 

一般 30 27.8 

同意 43 39.8 

非常同意 32 29.6 

3.4. 笔记习惯分析 

第三部分量表，分析电子产品的记笔记方式、iPad 的记笔记习惯，结果如下。 
从表 8 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边听边记笔记策略中，同意占 45%、非常同意占 33%；在使用缩写

符号记录中，同意占 29%、非常同意占 20%；在记下关键信息中，同意占 48%、非常同意占 31%；在选

项旁记笔记中，同意占 48%、非常同意占 31%；记下脉络结构中，同意占 45%、非常同意占 24%；内根

据所记容复述中，同意占 35%、非常同意占 24%；简单抄写中，同意占 37%、非常同意占 23%；画思维

导图中，同意占 32%、非常同意占 31%。在选项中边听边做笔记、记下关键信息、在有疑问旁做笔记、

记下结构脉络是大学生上课时常用的记笔记方式。但使用缩写符号、简单抄写、画思维导图的策略使用

次数相比之下使用略少。部分大学生表明，虽然教师已经提供上课学习材料和课件，但制作个性化的笔

记仍非常重要，并且不少大学生甚至觉得上课不记笔记会产生笔记焦虑。 
 

Table 8. Electronics note strategy matrix 
表 8. 电子产品笔记策略矩阵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边听边记 1 3 18 45 33 

使用缩写符号 2 12 37 29 20 

记下关键信息 1 2 18 48 31 

在选项旁记笔记 2 0 19 48 31 

记下脉络结构 1 2 28 45 31 

内根据所记容复述 1 9 31 35 24 

简单抄写 3 10 27 37 23 

画思维导图 2 7 28 32 31 

总计 13 45 206 319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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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大学生的电子学习工具进行调查时，若使用平板电脑或者 iPad 进行学习，需要回答 2 题关于 iPad
笔迹颜色的使用习惯问题。填写该题的大学生共有 46 人。 

调查数据结果如表 9，结果显示电子和纸质笔迹略有不同。在使用纸质时，有 95%的被调查者选择

使用黑色，在使用 iPad 时，使用黑色笔迹的频率略有下降(80.4%)。在红色和蓝色笔迹中，在 iPad 的使

用情况也比纸质版的要低，红色笔迹分别是 86.9%和 84%，蓝色笔迹分别是 60.8%和 47.8%。在使用黄色、

绿色、紫色的颜色中，纸质笔记中占 15.2%、16.1%、19.6%，iPad 使用情况就比纸质要高，分别占 34.7%、

30.4%、26.1%。 
在书写过程中，黑色、红色是我们常用的颜色，在调查结果也位于首位。这样的习惯在 iPad 也体现

出来。在非常规颜色的使用，例如黄色、绿色、紫色，就与用户习惯有很大关系。在纸质学习中，由于

惯常使用的纸张底色多为白色，使用的其他颜色笔迹通读性较差的缘故，故黄色、绿色、紫色相比下没

有如此常用；但在 iPad 多种底色背景中，黄色、绿色、紫色笔迹就比纸质使用率高，甚至有部分大学生

在选项中回答了白色。表明大学生在在长时间的纸质媒介学习下，iPad、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可以提

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Table 9. Frequency of handwriting selection for paper and e-learning records 
表 9. 纸质学习和电子学习的记录笔迹选择频数表 

设备 颜色 频数 百分比(%) 

纸质 

黑色 44 95.6 

红色 40 86.9 

蓝色 28 60.8 

黄色 7 15.2 

绿色 12 16.1 

紫色 9 19.6 

iPad 

黑色 37 80.4 

红色 37 80.4 

蓝色 22 47.8 

黄色 16 34.7 

绿色 14 30.4 

紫色 12 26.1 

3.5. 记忆策略分析 

在学习策略的分析中，对记忆项目进行排序，结果如下。 
表 10 数据结果表明，大学生将对自身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作为首要完成的事件，其次是与自身兴趣相

关事件、引发强烈情绪的事件、生动形象的事件、重要但内容较少的事件、重要但复杂难懂的事件，最

后为不重要事件。表明大学生对自身规划事件仍具有一定的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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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Sorting of memory items 
表 10. 记忆事项排序情况 

 平均综合积分 排序 

对自身有重大意义 6.3 1 

与自身兴趣有关 5.56 2 

引发强烈情绪事件 4.08 3 

生动形象事件 4.07 4 

重要但内容较少 3.4 5 

重要但复杂难懂 2.94 6 

不重要 0.83 7 

 
从表 11 我们可以看出，分散复习、集中复习、对复习内容进行提问、运用多感官记忆、利用学习效

率最高时间复习、积压后短时进行过度的人数分别是 53、74、47、54、54、42，分别占所在比例的 16.4%、

22.8%、14.5%、16.7%、16.7%、13.0%。 
其中集中复习是大学生选择最多的选项，在大学生的学习中，缺少周考、月考和期中考试，因此大学

生的复习多数是采用集中复习，此外较多使用的是使用听说读写协同记忆，利用学习效率最高的进行学习。 
 

Table 11. Frequency of review time (multiple choices) 
表 11. 复习时间频次表(多选) 

复习时间 频数 频率(%) 

分散复习 53 16.4 

集中复习 74 22.8 

对复习内容进行提问 47 14.5 

运用多感官记忆 54 16.7 

利用学习效率最高时间复习 54 16.7 

积压后短时进行复习过度 42 13.0 

 
表 12 数据结果表明，大学生多数选择安静的地方，例如教室或自习室、图书馆进行学习，在大学阶

段，图书馆是学习的主要场所。 
 

Table 12. Learning environment selection (multiple choices) 
表 12. 学习环境选择(多选题) 

地点选择 人数 百分比% 

嘈杂环境 2 0.7 

随意 10 3.6 

教室、自习室 77 27.8 

安静地点 88 31.8 

图书馆 70 25.3 

寝室 30 10.8 

总计 2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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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数据结果表明不同大学生的学习信念。有明确且清晰的学习信念的占 23.9%，有清晰但不坚定

的占 18.3%。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是对学习信念持有一般态度。表明大学生多数处于自我同一性延缓期，

在大学阶段需要面临许多关于“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和，因此反映大学生在该

阶段需要多进行一些自我统一性的探索和投入。 
 

Table 13. Learning beliefs 
表 13. 学习信念 

 人数 百分比% 

有明确且清晰 26 23.9 

有清晰但不坚定 20 18.3 

一般 31 28.4 

有，不清晰 26 23.9 

完全没有 6 5.5 

 
在表 14 中，通过学生学习的原因进行选择，在大学生的学习中，为了掌握知识的占据 34.4%，学习

是因为对未来有益占据了 37.5%，强制性学习动机占据了 28.2%。 
 

Table 14. Frequency of learning belief selection (multiple choices) 
表 14. 学习信念选择频次表(多选) 

原因 人数 百分比% 

了解并掌握所学习的内容 56 34.4 

我学习的内容对我自己和未来有益处 61 37.4 

由于硬性条件，需要完成学习 46 28.2 

4. 结论 

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本文共对问卷中的 24 道题目进行分析，从笔记习惯、笔迹选择、记

忆策略这三个维度出发，进一步对学习地点选择、学习信念进行剖析。 

5. 讨论 

5.1. 学习产品选择 

首先，在传统的学习工具选择上，大学生已经不像以往的学习方式一样，仅仅采用单一的学习方式，

更多地采用电子和纸质版的交互进行，侧面反映出了电子设备在大学生的使用渗透率中已经非常高。其

次，在对电子产品的选择上，手机仍占据非常高的地位，使用手机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的通讯联系，甚

至疫情后我们出行对健康码、行程码的使用都需要手机。最后，电脑在办公、学习上也占据很重要的地

位，其文档编辑、PPT 制作的功能成为电脑不可替代的理由。 
在进行电子产品的使用原因分析时，方便看视频成为了电子产品选择的首要原因，因为大学生需要

使用电子工具进行网课学习。在纸质学习中，存在硬性缺陷，即是静态学习工具，无法呈现动态和方便

的储存编辑功能(付冰洁等，2022)。近年来，张晓琪的研究就对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进行了调查，发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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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选择未来使用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两者兼具占 65%，而未来会考虑电子阅读的仅占据不到 10% (张
晓琪等，2020)。虽然电子阅读的花销会比纸质阅读要小很多，甚至有些是免费的，但是很多人依旧认为

纸质阅读更加好。 

5.2. 笔记策略分析 

在笔记策略的调查中，边听边记笔记、记下关键信息、在选项或有疑问旁做笔记是大学生记笔记的

习惯。在宋东清的研究中提到，笔记策略体现在学生的记录提纲、补充新观点、记录疑惑，并建立一套

个人化的符号系统，如省略号、画重点符号等。笔记文本分析发现，颜色标识、再现图表、枚举式提纲

和补充教材知识，是大学生使用频次较高的笔记策略(宋东清等，2017)。在被调查者中，常用的是边听边

记策略。Conway 和 Gathercole (1990)提出“转换假说(translation hypothesis)”如果在记笔记时存在不同加

工间的转换会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即将听到的写下来比将看到的写下来所产生的即时学习效果更好。

个体在将文字符号进行不同形式的转录时，能加深个体的印象。因此在课堂上采用边听边记的方法，是

很好的笔记策略。 
在调查结果中仍有部分大学生使用将所记内容复述、简单抄写这样的笔记策略，但所占比例要比前

面提到的低一些，机械复述是一种不太占用认知资源的复述，常见的复述策略有：重复、抄写、做记录、

划线等，但这样的复述被认为不进入长时记忆中，因此如何有效复述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使用一

些意义加工的符号、口诀、作总结、类比、答疑等等。 
大多数大学生会使用思维导图进行学习。思维导图是很重要且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课堂情

境中，使用思维导图会占用大量认知资源和记忆内存，思维导图需要将许多知识进行联结，但学生上课

笔记多数是对知识进行编码，未到进行各类知识整理阶段，因此简单高效的抄写策略是大学生课堂使用

的笔记策略。 
在使用 iPad 笔迹与纸质笔迹的数据对比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会使用多种颜色做笔记。在笔迹

颜色分析中，大学生使用黑色仍是最为广泛的，在石芮的研究中发现，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加工时，

颜色工作记忆负荷加大，会导致反应时变慢(石芮等，2018)，因此我们在书写中使用的多数是黑色笔迹。

除黑色外，使用荧光笔或与纸面形成鲜明对比的红色，就成为了大学生笔记的首选颜色。在 iPad 笔记中，

由于电子平板可以提供多元化的工具，例如可以设置点线图、量尺，甚至可以更改纸张颜色和形式，所

以使用的黄色、绿色、紫色等颜色就略比纸质媒介的要高。 
最后，对纸质学习的原因进行分析，有超过 7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纸质比电子更有体验感，其次，

许多被调查者认为纸质比电子学习的记忆会更加深刻，再者纸质比电子更有触感、文字材料呈现更清晰、

纸质比电子学习更有真实感。今年纸质媒介也逐渐多元化，例如使用电子图纸张、格子图等，更有一些方

格笔记本等形式出现，可见纸质媒介也正在逐渐克服传统的白色纸张形式，转变为更多元化的学习工具。 
在近期日本学者研究到，纸质学习比 iPad 学习对于简单问题记忆更好，并且可以激活更多脑区

(Umejima et al., 2021)。并且在 iPad 品类市场上，所有的书写工具无一不仿照纸张媒介，例如 iPad 的类纸

膜、触屏版、手写板等。甚至有学者研究不同的笔对记忆的影响，发现使用不同笔的记忆效果存在差异

(Mueller& Oppenheimer, 2014)。 

5.3. 记忆策略分析 

在对记忆进行分析时，首先是根据被调查者的元认知策略展开，元认知策略是对信息加工流程进行

控制的策略，例如计划监控、监察策略、调节策略；其次是资源管理策略，资源管理策略是辅助学生管

理可用环境和资源的策略，例如时间管理、学习环境管理、努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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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倾向于先完成对自身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其次是与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密切相关的事件。在大

学生完成任务时，多数会先按照自身的兴趣进行选择；在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逐渐完善、自我同一性逐

渐建立时，大学生的任务会优先以自身为先，对自身日益关注。同时，大学生在追求自我的同时，也追

求新鲜，并且大学生在探求新鲜事物上非常渴求，因此除了对自我的事件，大学生会倾向于完成有强烈

情绪、生动鲜明的新鲜事件。 
在复习间隔的调查中，大学生倾向于集中复习，大学生的期末复习较重，中间负担较轻，这也让大

学生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自身的个性发展。也出现应试现象，例如大学生的复习中，不少大学生会在期

末前冲刺复习，而在平常时间却投入精力较少。其次学习方式是分散复习、多感官协同学习。由于大学

生学习资源的获取渠道多样化，因此多感官复习不仅可以使知识更加丰富，也可以使我们记忆效果加深。 
该研究还对大学生的新旧知识交替、严格完成学习计划、学习的专注度进行了调查，对新旧知识的

理解中，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将之前学过的东西和之后的东西相结合，在建构

主义的流派中，非常强调新旧知识的交替，倡导知识的产生是由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和新材料的内容

相结合，生成自己所习到的知识。而本科教育的学习中，多数是学习有联结的逻辑材料，因此这也侧面

反映了被调查者对学科的掌握程度。 
在对自身计划的严格执行程度中，许多被调查者对自身的计划仍无法完成，部分持一般态度。大学

生的性格多变，有时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自身情况，不能很好地完成自身的任务。马西娅的

自我同一性理论中，自我同一性是一种自我结构，是由一个人的驱力、信念、生活经历等内在建构而组成

的动态组织，并加以投入、探索。埃里克森提出大学生阶段是合理的延缓期，处于同一性延缓阶段，大多

数大学生处于一种有探索无投入的状态，例如设置好目标，但自身投入过少，不能很好地完成学业任务。 
在地点选择策略上，许多被调查者倾向于选择图书馆、自习室等安静的地方进行学习。布朗芬布伦

纳的微观生态学理论就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个体存在的微观环境、中介系统、外层系统都会对人产生

双向的、交互的作用。环境不仅提供学习相关的背景，还有很多场景性加工的线索，因此对于环境的选

择也尤其重要。 
在对被调查者的学习信念上，首先，大学生对自身的投入较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有明

确且清晰的目标，但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是有目标但不清晰。大学生毕业后要面临就业、学业

的选择，许多大学生要面对很多复杂的生活情景，这也是影响大学生学习信念的原因。 
最后，也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习内容的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在成就目标理论中，德韦克

将学习动机分为表现目标和掌握目标，表现目标倾向于完成表现任务，并且持能力实体观；掌握目标则

倾向于掌握学科内容和知识本身，倾向于完成掌握目标，即学习是因为兴趣。也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选

择掌握目标，可能是被调查者多数是大三大四学生，即将面对社会化、工作等问题，因此持该信念的占

据多数。 

6. 不足与展望 

该调查仍旧存在许多不足：被试人数收集较少；学习策略问卷选择部分量表缺乏信效度；调查问卷

无法做信效度分析；问卷设计逻辑性不够强。但调查仍然具有很多的意义：收集对大学生的电子学习和

纸质学习的使用习惯，大学生常使用的笔记策略，iPad 与纸质学习笔迹对比，学习信念对比，对无纸化

学习、课堂交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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