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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考察大学生社会存在感、心流体验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社会存在感量表、心流体

验量表和大学生网络学习投入量表对84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如下：1) 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

入在性别、年级以及生源地上有显著差异；2) 社会存在感对网络学习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3) 心流体

验在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对于促进大学生网络学习投入具有启发意义，

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关注大学生的社会存在感与心流体验，从而使大学生网络学习效果得到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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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resence, flow experience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844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Social Presence Scale, the Flow Experience Scale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in terms of gender, grade level, and place of origin; (2) 
social presence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3) the flow ex-
perience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resence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
ment. This study is instructive for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in 
the process of online learning, appropriat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res-
ence and flow experience,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resence, Flow Experience,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各高校的网络教学平

台、中国大学 MOOC、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等网络学习模式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人杰等，2022)。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践虽然进一步催生了在线学习的发展，但是也展露出了大学生的

网络学习质量不高(苗冬玲等，2021)、师生交互不足(荆永君等，2021)、学习积极性低(江毓君等，2019)、
在线学习投入存在差异(陈春平等，2023)等一系列问题。当前高校开展在线教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已转变为

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效果，增强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入，从而促进大学生的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同

质等效”。本研究将通过对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线上学习情况的调查，探究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入是否在

性别、年级以及生源地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并考察心流体验和社会存在感对大学生网络学习投入的

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大学生社会存在感、心流体验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对策，

进一步促进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入，使学习行为得到优化，网络学习效果得到提升。 
近年来，在校生的网络学习投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蔡林，贾绪计，2020；Maestrales et al., 

2022)。网络学习投入是指在网络学习活动过程中学习者所表现出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Chen et al., 
2010)，也是衡量网络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乔伟峰等，2021)。同时，网络学习投入不仅可以预测网络学

习者的学业成就(Phan et al., 2016)，还可以预测其网络学习的坚持性及后续学习意愿(Henrie et al., 2015; 
Howard et al., 2016; Pellas, 2014; Sun & Rueda, 2012)。因此，网络学习投入是网络学习行为的重要指标之

一(高洁等，2015)。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网络环境、课程资源、网上交互以及学习者自身的原因等因素(肖
爱平，蒋成凤，2009)均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线学习投入，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大学生的社会存在感、心

流体验等对网络学习投入的潜在影响。与此同时，有研究提出大学生学习投入在性别、年级(魏顺平，2012)、
生源地(廖友国，2011)等因素上存在差异。网络学习环境和线下学习环境发生了改变，具有诸多不同，例

如学习空间从传统的教室空间转化为网络虚拟空间，学习方式从传统的教师讲授方式转化为网络自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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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等等(王芊芊等，2022)。这一结论是否在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入方面同样适用呢？值得进一步验证。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入在性别、年级以及生源地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存在感在学习满意度、感知学习成果、学习存在感等学习效果指标的方面

起到重要的预测作用(兰国帅等，2018；Gunawardena & Zittle, 1997; Weinei et al., 2011; Whipp & Lorentz, 
2009)。增强学生的社会存在感，对避免或消除这些负面体验具有一定积极作用(Rovai, 2007; Wei et al., 2012)。
社会存在理论(Theory of Social Presence)不再仅是运用于社会心理学中的关于人际交流的理论，而且也有学

者把它引入到了在线教育的研究中。现如今，社会存在理论成为了在线教育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加

里森(Garrison)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互的研究中引入了该理论(Garrison et al., 1999)，为在线教育研究起

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古纳瓦尔德纳(Gunawarde-na)在研究中提出了社会存在感的含义，认为社会存在感是

学习者在参与媒体交互时感觉作为真实的人的程度(Gunawardena & Zittle, 1997)；钟启泉在社会建构主义理

论中也有所提及，认为个体知识建构的能力会在社会性交互中得到增强，且个体知识的内化能在社交情境中

得到促进(钟启泉，2006)，学生的网络学习能力能进一步得到提高。在影响学习者学习动力、满意度和学习

效果等方面，社会存在感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因此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大学生社会存在感对网络学习投入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大学生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 
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最早由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他认为个体将

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一种感觉，同时伴随着这种感觉产生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这种感觉即

为心流。现有研究表明，在线学习活动中，心流体验贯穿于学习活动的整个过程，且会影响学习者的持

续学习意愿(王卫等，2017)，更可能激发个人动机并达成积极结果(Finneran & Zhang, 2005)。与此同时，

这种体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在网络环境中出现的被孤立和被隔绝的感觉，从而在人们参与某种活动

的过程中起到激励作用(代宝，刘业政，2015)，可能为解决网络学习投入不高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国外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网络学习中的社会存在感越高，能使得学生与学习活动进行深入互动，并进一

步表明社会存在感是影响心流体验的变量之一(Cesari et al., 2021)，且会对网络学习投入起到直接作用并

产生积极影响(Zhan & Kocadere, 2020)，但国内对两者关系的探究较少。鉴于此，提出假设 H3：心流体

验在大学生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取样法，选取湖北某 2 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在课堂上发放 1135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844 份，有效回收率 74.36%。其中男生 337 人，女生 507 人；年龄 15~26 岁(SD = 
1.1)；大一 623 人，大二 141 人，大三 80 人。所有被试均具备在线学习经验，疫情期间，其自评报告的

每天在线学习时间为 6.10 ± 3.30 小时。 

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由心理健康老师担任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在班会或者课

堂上完成匿名测试，测试时间约 15 min，测试结束后当场回收数据，并随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剔除空白

问卷和无效问卷。 

2.3. 研究工具 

2.3.1. 《心流体验量表》 
采用 Chang 和 Zhu (2012)编制的心流体验量表(蔡林，贾绪计，2020)。共包括 4 个项目，如“在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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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我感觉时间过的很快”。进行 5 级评定，1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5 分代表“非常符合”，学生

的线上学习体验越高，他们在心流体验中的得分也就越高。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2.3.2. 《社会存在感量表》 
采用孙烨超等(2022)线上教学场景中的社会存在感研究。问卷一共 14 个项目，涵盖情感连结性(AC)、

共同意识(SOC)、相互尊重性(MAS)、交流开放性(OC) 4 个维度。每个项目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量表的总分越高，就表明个体的社会存在感水平越高。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7。 

2.3.3. 《远程学习投入量表》(Student Engagement in Distance Education，简称 SEDE) 
采用 Sun 和 Rueda (2012)根据远程学习的特征编制的远程学习投入量表(尹睿，徐欢云，2016)。该量

表由 15 个项目组成，分为三个维度：认知投入(5 题)、情感投入(7 题)和行为投入(3 题)。每个项目都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在该方面的投入程度越高。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2.4. 统计学处理 

通过问卷星的形式发放网络，采用 SPSS 26.0 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调查对象学

习投入的组间差异；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各因素与学习投入的相关关系，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方法考察各因素对网络学习投入的影响，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为了解人口学变量对被试网络学习投入情况的影响，以网络学习投入情况为因变量，对性别、年级、

家乡所在地等因素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性别样本对于网络学习投入呈现出显

著性(p < 0.05)，意味着不同性别样本对于网络学习投入均有着差异性。具体而言，性别对于网络学习投

入呈现出显著性(T = 12.35, p < 0.001)，男性(平均值 3.26，标准差 0.70)，会明显高于女性(M = 3.09, SD = 
0.69)的网络学习投入得分。 

其次，不同生源地差异对于网络学习投入呈现出表现出显著性(p < 0.05)，总体而言，生源地对于网

络学习投入有着显著性影响(T = 8.55, p = 0.04)。进一步的对比分析揭示，在不同组别中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城镇地区的学习者在网络学习投入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学习者。最后，不同就读的年

级对于网络学习投入呈现出显著性(p < 0.05)，就读的年级对于网络学习投入的分析表明，存在显著差异

(F = 4.51, p = 0.011)。详细比较不同年级学生组别的平均分数，我们发现大三学生在网络学习投入上的得

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 
 
Table 1. Analysing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1. 网络学习投入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因素 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F p 

性别    12.35 p < 0.001 

男 337 3.26 0.70   

女 507 3.09 0.69   

生源地    8.55 p = 0.04 

城镇 288 3.26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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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村 556 3.11 0.71   

就读年级    4.51 p = 0.011 

大一 623 3.13 0.70   

大二 141 3.18 0.69   

大三 80 3.37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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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1 所述，利用相关分析探究网络学习投入与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之间的关系，采用皮尔逊

(Pearson)相关系数来量化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强度。具体而言，网络学习投入和心流体验之间的相关系

数值为 0.67，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因而说明网络学习投入和心流体验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网络

学习投入和社会存在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57，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因而说明网络学习投入和社会存

在感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近一步了解三者之前的关系，进行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2 所示。 
 
Table 2.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for flow experience, social presence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2. 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 Pearson 相关分析表 

 平均值 标准差 网络学习投入 心流体验 社会存在感 

网络学习投入 3.16 0.70 1   

心流体验 2.96 0.81 0.67** 1  

社会存在感 3.00 0.78 0.57** 0.60** 1 

注；*p < 0.05，**p < 0.01。 
 

将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作为自变量，而将网络学习投入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公式为：网络学习投入 = 0.26*社会存在感 + 0.51*心流体验，模型 R2值为 0.49，意味着社会存

在感，心流体验可以解释网络学习投入的 49%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验(F = 
398.740, p < 0.05)，这说明社会存在感或心流体验中至少有一个因素对网络学习参与度有重大影响。对模 
 
Table 3. Table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of flow experience, social presence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n = 844) 
表 3. 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线性回归分析表(n = 844)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 Beta VIF 容忍度 

心流体验 0.26 0.03 0.26 8.54 p < 0.001. 1.56 0.64 

社会存在感 0.51 0.03 0.51 16.42 p < 0.001. 1.56 0.64 

R2 0.49 

调整 R2 0.49 

F F (2, 841) = 398.740, p < 0.001. 

D-W 值 1.84 

因变量：网络学习投入。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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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低于 5，表明模型没有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此外，达宾–沃森统计量(D-W)的值接近 2，表明模型的自相关性不显著，证实了样本数据中不存在相互

依赖关系。总之，这些指标表明模型是稳健的。 
社会存在感的回归系数值为 0.26 (t = 8.54, p < 0.01)，意味着社会存在感会对网络学习投入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如图 1 所示)。 
心流体验的回归系数值为 0.51 (t = 16.42, p < 0.01)，意味着心流体验会对网络学习投入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关系(如图 1 所示)。 
综上所述：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全部均会对网络学习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Figure 1. Plot of the results of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flow experience, 
social presence an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图 1. 心流体验、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图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如表和图 2 所示)：心流体验在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起平行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30，占心流体验对网络学习投入的总效应(0.57)的 53.56%。具体而言，中介效应

由 1 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通过社会存在感→心流体验→网络学习投入。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53.56%，它的 Bootstrap95%Cl [0.26, 0.35]，不包含 0，因此这条间接效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Figure 2. Analysis of intermediation effects 
图 2. 中介效应分析 

4. 讨论 

4.1. 人口学变量在网络学习投入的影响 

Kuh 的一项研究发现：性别是学习投入的预测变量，男性和女性学生以及拉美和非美学生的学习投

入有显著差异(Zhan & Kocadere, 2020)。Randolph 等也认为家庭特征和家庭环境(城乡、父母教育程度和

社会经济地位等)极大地影响着学习投入(Kuh et al., 2006)。张信勇等的研究也发现：不同性别以及学科学

生的学习投入存在显著差异(张信勇等，2008)。这些研究发现与本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

网络学习投入总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城乡和年级差异，具体来说，从性别角度看，男性学生的得分明显

高于女性学生，这可能反映了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存在的性别差异。该发现提示我们性别在学习投入中可

能起着关键作用。城市和乡村间的学习投入分数差异也很明显，城市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乡村学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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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凸显了地域差异对在线学习投入的影响。这反映出数字鸿沟的现实，提示我们去考虑如何通过政策措

施来缩小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在研究年级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时，我们发现低年级的大学生在活力、奉

献和总体学习投入上比高年级的学生得分更高。以往的研究在探讨年级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准备时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低年级学生在精力、参与度和整体努力方面往往优于高年级学生(崔文琴，2012)。研

究中观察到的差异可能是由参与者的教育背景、职业选择或个人特征造成的。特别是在心理学和教育学

领域，认识到所研究样本的特殊性及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非常重要。这种变异性对理解研究结果和评估

其普遍性的合理性起着关键作用。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使用具有相似特征的参与者，以提高可比性。 

4.2. 大学生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社会存在感与在线学习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社会存在感

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积极参与在线学习。这些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H2，并且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李
辉，黄堂红，2007)。在当代教育环境中，学生的社会存在感对他们的学习动机、满意度和学习效果有着

重要影响。该研究表明，在线学习参与度与社会存在感呈正相关，并提出在社交互动中具有更深层次联

系和归属感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在线课程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热情。这种倾向会激发学生对在线课程

内容的兴趣，提高学习动机和任务满意度，并最终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4.3. 心流体验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心流体验在大学生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3 被证实，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吻合(Randolph et al., 2006)。Mesurado 等(Mesurado et al., 2016)的研究指出，当学生

认为自己在学习上是有能力的，就更易产生心流体验，并更多地参与学习活动。心流理论认为，当个体

感受到更强烈的社会存在感时，他们更倾向于进入心流状态。社会连接感和认同感的提升，能够增强信

心和动力，助于更集中的注意力。这种状态能显著提升在线学习的效果和品质，尤其是在虚拟学习场景

中。网络学习环境下，学生一旦感受到社会支持和认可，更易达到心流状态，进而增强学习成效和延续

学习的动机。因此，在线学习过程中，当学习者具有高社会存在感这一心流前兆，就更容易形成愉悦的

心流体验，对在线学习中的学习投入产生积极与正面的影响(Mesurado et al., 2016)，更愿意继续坚持学习

在线课程，从而保证在线课程的完课率。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一方面，横断面研究的限制使得我们难以彻底阐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运用纵向或实验性的方法来加强对这些发现的验证。同时，本项研究显示，

在线学习中心流体验的中介作用得到了证实。为了进一步深入这个领域，探索潜在的调节效应是必要的。 

5. 结论 

1) 大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在性别、年级以及生源地方面有显著差异；2) 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3) 心流体验在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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