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7), 3678-368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03  

文章引用: 张彤. 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业压力现状的调查报告[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7): 3678-3684.  
DOI: 10.12677/ass.2023.127503 

 
 

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业压力现状的调查 
报告 

张  彤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5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13日 

 
 

 
摘  要 

目的：探究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压力情况，并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采用陈芳蓉编制的《大学生学业

压力源问卷》调查了115名大学生的学业压力情况。结果：大学生在线上教学背景下感受到的压力与线

下教学背景下的学习压力并无明显差异；性别、年级对线上教学背景下的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不存在显

著差异。结论：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习状态普遍感觉较好，但学习效率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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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ress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teach-
ing, and to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he Academic Stressors Questionnair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developed by Chen Fangro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cademic stress of 
115 university student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ress levels of 
students in online and offline classrooms; gender and grade level also had a smaller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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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cademic stress. Conclusio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online teaching context generally 
feel better in their learning state, but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need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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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业压力是指对学习和学业的普遍焦虑和压力感受，威胁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当代大学生群体由于

面临着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交往压力、经济压力等多方面的压力，很容易产生诸如焦虑、抑郁、

愤怒等一系列负性情绪。而学业压力作为学生的主要压力源，是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1]，
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较同龄其他群体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更高[2]，而长期、高强度的负面情绪可能会损害

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如果不加以调节，并且可能会引发睡眠障碍、自伤行为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3]。在

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学习或者进行线上教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的普遍形式。虽然新冠疫情被列为乙类乙

管传染病，但在线教育仍然是高校课堂教学一种重要形式，深刻地影响着高校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质量。

线上教学的背景下，虽然针对个性化的独立网上教学平台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能为学生提供专属的个

人学习模式[4]，但是由于许多大学的线上教学不仅仅是不同课程用不同的平台，甚至发展到了同一门课

用多个不同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学生疲于网上选择课程、繁琐的在线考核等操作，以及由于失去面对面

互动和交流的物理环境，给大学生带来很多学业压力。因此调查在线教学背景下，了解大学生学业压力

现状，分析影响大学生学业压力的因素，对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开展大学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问卷星为平台，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动员在读大学生参与测量。其中男生 24 人，女生 91 人；大

一学生 23 人，大二 18 人，大三 20 人，大四 20 人，研一 34 人。 

2.2. 研究工具 

采用陈芳蓉编制的《大学生学业压力源问卷》[5]调查大学生网上学习期间的学习压力情况。本研究

选取该问卷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父母压力、期望压力以及任务要求压力，得分越高，压力越大，该问卷

的分半信度系数为 0.9250，总 ɑ系数为 0.9577。 

2.3. 研究过程及数据处理 

本调查采用“问卷星平台”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在网络平台发放问卷二维码或链接，供学生自愿

填写，匿名提交。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业压力的基本情况 

对大学生当时的上课形式、学习效果、学习满意度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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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format of classes, learning outcomes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 the time 
表 1. 大学生当时的上课形式、学习效果、学习满意度等情况统计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本学期的上课形式 

居家上网课 37 32.17% 

在校上网课 59 51.30% 

线下教学 19 16.52% 

网课的学习效果 

与教室上课一样 25 26.60% 

比教室上课好 11 11.70% 

比教室上课差 58 61.7% 

学习状态满意度 
还行、满意 87 75.65% 

较差、很差 28 24.34% 

 
由表 1 可知，在课程的学习形式方面，83.47%的学生采用了线上教学(即居家与在校上网课)的方式

进行学习，在对“您觉得网课的学习情况如何？”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显示，61.7%的学生认为比教室上课

差，只有 12.5%的学生认为比教室上课好。但在“您对此上课形式下的学习状态满意吗？”这一问题的

调查中，结果却与预想的相反，尽管大部分学生会感到学习效果差，但对其学习状态评价良好占比却超

半数，不满意的占少数。 
以线上与线下教学形式为自变量，以学业压力各因素为因变量，对两种不同的上课形式在学业压力

量表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Table 2.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university students’ academic stress scor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M ± SD) 
表 2. 线上、线下教学大学生学业压力得分及其差异(M ± SD) 

 学业压力总分 父母压力 期望压力 任务要求压力 

线上教学 9.26 ± 2.18 3.04 ± 0.81 3.02 ± 0.82 3.20 ± 0.75 

线下教学 8.67 ± 1.83 2.85 ± 0.71 2.79 ± 0.70 3.03 ± 0.66 

F 0.741 0.570 0.686 0.629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由表 2 可知，对任何一种学业压力维度，线上、线下教学的形式之间均不存在学业压力的显著性差

异(P > 0.05)，且线上教学形式学业压力的得分均值都要略高于线下教学形式，即大学生在线上教学的背

景下学业压力要略高于线下的学业压力。对任何一种学习形式，三个学习压力维度的压力大小由强到弱

依次为：任务要求压力、父母压力、期望压力。说明了大学生的学习任务要求压力要高于父母压力与期

望压力。 

3.2. 大学生学业压力的性别差异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线上与线下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在学业压力量表上的得分进行性别差异分析，

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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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stress amo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college students (M ± SD) 
表 3. 线上、线下教学大学生学业压力的性别差异比较(M ± SD) 

 线上教学学业压力总分 线下教学学业压力总分 

男 9.32 ± 3.51 8.58 ± 1.89 

女 9.25 ± 1.74 8.70 ± 1.88 

t −0.137 0.127 

 
由表 3 可知，线上与线下教学背景下，男生和女生在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即大学

生的学业压力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对比来看，男生在线上教学背景下的学业压力得分较女生稍大，

说明线上教学没有对不同性别学生产生明显影响，对男生产生的影响可能稍微多于对女生的影响。 

3.3. 大学生学业压力的年级差异 

对线上与线下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在学业压力量表上的得分进行年级差异分析，结果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grade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stress amo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college students (M ± SD) 
表 4. 线上、线下教学大学生学业压力的年级差异比较(M ± SD) 

 线上教学学业压力总分 线下教学学业压力总分 

大一 9.25 ± 2.46 8.04 ± 0.48 

大二 8.40 ± 2.16 8.92 ± 2.42 

大三 9.53 ± 1.68 10.19 ± 1.47 

大四 9.13 ± 2.70 7.75 ± 1.48 

研一 9.31 ± 1.72 9.92 

F 0.769 1.177 

 
由表 4 可知，线上与线下教学背景下，从大一到研一五个年级在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对任何一种学习形式，大三学生的总得分均值都是最高，其次是研一年级。说明线上教学对不同年级大

学生没有明显影响，对大三年级和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的影响要稍微大于其他年级。 
 

 
Figure 1. Line graph comparing grade differences in the di-
mensions of academic stress 
图 1. 学业压力各维度的年级差异比较的线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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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直观可见，五个年级在学业压力三个维度的均值上，对于大一、研一年级的学生，采用居家

上网课形式均较在校上网课形式的分值高，但对于大二、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采用居家上网课形式

均较在校上网课形式的分值低，且大二学生在学业压力三个维度的得分上均处于最低值，这从另一个角

度说明了线上教学对大二年级学生在学业压力方面压力稍小，对大三、研一学生影响稍大。 

4. 讨论 

4.1. 对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业压力基本情况的讨论 

由于调查期间受疫情影响，本调查发现，选择上网课居多的学生占比为 83.48%，但认为网课效果比

教室上课好的学生仅仅占比 12.5%。调查结果说明，线上便利的教学资源并没有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以及满意度，分析其产生原因：首先，在家线上学习效率不高的原因可能来源于：第一，缺少学习的氛

围。由于学校的氛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帮助学生避免学业上的关键因素[6]，并且不同的物理环境可能

会使学生获得不同的学习结果[7]，加之大多数学生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常常会被不定时弹出来的信息干

扰而分散注意力[8]，导致在家学习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第二，教师的监督管理。教师在线上不能像在课

堂那样及时地注意到学生的状况，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在线的教学，较少关注学生在线的状态，而录制的

网课则完全靠学生自己的专注力。其次，在校线上学习效率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学生作息不规律。

由于线上学习，没有了上下课通勤的时间，以及大学生的“熬夜”现象十分普遍，导致学生对于线上上

课的态度很随意，学习效率低下。由此可见，学生网课的学习效率需要提高。对于学生自身来说，需要

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对学业压力具有巨大的缓冲作用[9]，制定合

理的时间安排能缓解学业压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需要思考如何

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如何把握课堂教学的节奏、如何提升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和审美性等方面来提高学生

上课的专注力。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线上教学模式的学习状态普遍感觉较好，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学生对于电

子产品和线上学习的模式已较为熟悉；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在线上对学生学习的管控力度也较线下课

堂弱。本调查结果显示，三种上课模式对大学生学业压力的影响差异较小，这可能是大学生在学习方面

已具备了独立学习的习惯，可以通过在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学习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来做到自我调节

学习[10]，且学业压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习环境改变仅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因而影响较小。压力

维度方面，大学生对任务要求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最大，这可能是一方面，虽然教师对学生的管控力度较

线下课堂减弱，但对学生的任务要求依旧不变，从而压力并未减少；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在社会大环境

下，学生对于这种不能改变的压力以及外界的看法较不在意，更在意的是当下的考核成绩和对自身方面

的评价。 

4.2. 对线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学业压力重点群体的讨论 

调查发现，线上教学对男生产生的影响可能稍微大于女生。这可能是由于线上较线下课堂得外界诱

惑增多，但学业要求和任务并不会相应的减少，同样要面临出勤签到、作业提交以及期末考试等课程考

核。在此情况下，更考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耐心以及专注力，而男生天性活泼好动，在性格方面较

女生存在着差异，更易出现学习松懈、玩手机、打游戏等不良情况。相反，女生更多的会考虑到是否影

响到课程考核成绩而更加用功、认真，因为线上课堂所学的内容一旦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来不及消化本

节课的知识点，随着课程学习的逐渐深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而不懂的问题又羞于去询问老师，或者

因为不能被及时回复而选择放弃。因此，学生在线上教学期间不仅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

要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首先学生自身应端正态度，把与课程无关的东西放到一边，减少其他事物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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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注意力，让自己能够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课程中；其次，需要通过几节课的线上学习，花一点时间和

精力找到自己的学习节奏，探索出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和质量就会比毫无头绪地跟着课堂教学被

动的认知高得多。 
线上教学对大三、研一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于大三年级的学生，分析其产生原因：其一，可能是因

为很多学生在步入大三后，开始为自身的未来规划感到焦虑与迷茫，就业还是继续深造等矛盾的选择造

成压力心理；其二，大三正处于专业课程学习的关键阶段，繁重的专业课程考核以及关系到能否毕业等

问题，会使学生产生较高的学业压力；其三，对于已经选择继续深造的大三学生，面临着考研竞争下的

情绪波动，常常出现自我怀疑、情绪低落、失去信心等焦虑心理。对于研一年级的学生，此阶段作为研

究生阶段的一个新起点，被赋予较高的期望，线上环境下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且在此环境下，研一年级

的学生在任务要求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最大，而线下环境下则最低，这可能是因为在学校的环境下，有困

难、有问题可以及时与身边的同学沟通交流，或者当面找老师指导，而在家只能通过互联网来寻求帮助，

在解决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延时性和复杂性，尤其对于需要课题研究调查以及做实验的学生，则更是需

要老师的现场指导与示范。针对大三以及研一这两个群体的学生，希望不要自我设限，多相信自己，发

挥出自身的主体性。教师在线上无法监控到学生的学习状况，就需要学生自身能够在遇到困难时，及时

地寻求老师的帮助，多沟通交流，共同探讨问题解决的对策。同时，在期末，毕业等考核还没到来之前，

应踏踏实实的学习，不要提前预约恐惧，产生焦虑心理，做好自身规划，一步一步去完成，就会收获到

不错的结果。 

4.3. 对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发展趋势的讨论 

本调查发现选择“没有压力”的选项占比几乎都在 10%以下，而选择“压力中等”及以上的选项则

均占 60%以上，这表明大学生在学业方面普遍有着较大的压力。由于部分家长们对孩子有着高期待，往

往会将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加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在大学中努力竞争，从而使得大学生学业压力

的来源不仅限于学校本身的任务要求，家庭及学校的外部环境也同样会加深学业压力对大学生身心健康

的影响。长期学业压力的积累和高度的竞争，会导致学生在面对学习挫折和学习困难时，产生强烈的焦

虑感，甚至出现厌学心理。由此，提醒广大教育工作者及家长们应多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并能引导

更多的学生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以积极有效的方式应对压力。同时希望高校普及心理学知识，加强心理

咨询渠道，开设相关适应性的指导课程等，使大学生能合理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从而提升学习能力，以

便在数字化教育不断发展的未来，不论是以线下课堂还是以线上课堂的形式接收知识，大学生能够以一

种乐观、积极的心态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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