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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两种技术，分析了“语言学导论”课程移动学习平台的学生发言数据，探

讨了学生课前/课后的行为/情感投入量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移动学习投入对学习成效的提升作用。结

果表明：行为投入从开学到期中稳中略升，期末有所下降，且课后投入高于课前。课后情感投入与行为

投入类似，但课前情感投入持续低迷、波动较大。无论是课前/课后还是行为/情感投入，均与期末成绩

呈显著正相关。与未使用移动学习平台的班级相比，使用移动学习的班级期末成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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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tudents’ online posts on a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in the course of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this paper employed both text min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students’ pre-/after-class and behavioral/emotional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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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mobile learning engagement on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tu-
dents’ behavioral engagement is high at the beginning of semester, slightly ascends at the 
mid-term, and goes down at the end of semester. It is also higher in the after-class activities than 
the pre-class ones. The after-class emotional engagement is similar with behavioral engagement, 
but the pre-class emotional engagement keeps low and fluctuates great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al exam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be it 
pre-/after-class or behavioral/emotional. Compared to the class that is not equipped with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the class using this platform outperformed in the final exam, indicating that 
mobile learning engagement can boost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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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学习即学习者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

学习资源的一种泛在化学习方式[1]。它能够有效连接正式与非正式学习、个人与公共空间、自我与他人、

以及内部与外部资源，具有便携性、即时性、连结性、泛在性和适应性等特点[2]。学习投入指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表现出的行为参与和心理体验，包括行为投入和情感投入等维度[3]。其中，行为投入即外显的

行动、努力和活动参与；而情感投入则是指学习活动中的情感体验。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关联。换言之，

积极的情感投入带来良好的心流体验，有助于提升移动学习平台的持续使用行为[4]，而行为投入又可提

升学习成效，增强自我效能，促进情感投入[5]。 
移动学习投入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准)实验设计、访谈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行

为投入方面，Martin 和 Ertzberger [6]通过前后测设计，对比了传统学习模式和移动学习情景下学生的投入

量差异，发现移动学习情境下学生的投入量更高。Hung [7]使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对比了结构化翻转

课堂、半结构化翻转课堂和传统课堂对英语学习者态度、行为投入和学习成效的影响，验证了移动学习对

提升投入量和提高学习成效的积极作用。Bikowski 和 Casal [8]使用有声思维、问卷、反思日志和受试核查

等方法，研究学生在移动设备上使用互动电子教材时的学习过程和投入量，发现使用电子教材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学习期望和投入量。情感投入方面，Gikas 和 Grant [9]通过访谈调查了学生对于使用移动设备进行

学习的情感投入，发现移动计算设备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创造了互动协作的机会，提升了情感投入量。Yang
等[10]基于刺激–机体–反应框架和自我决定理论，对学生移动学习数据进行建模，发现感知的学习支持、

自我学习管理和同伴影响对于移动学习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有着显著作用。Manwaring 等[11]收集调查问

卷数据并建模，发现：课程设置、学生观念、对学习活动的重视程度对认知和情感投入具有较大影响。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兴起，数据挖掘方法进入教育研究者的视野。数据挖掘又称“数据库中的知

识发现”，可通过一定算法从大量数据中发现隐藏的模式与知识[12]。在移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在学习

平台留下海量的学习数据，如学习日志记录、发帖、回帖、点赞、关注等。对于这些数据进行挖掘与分

析，有助于揭示其中隐藏的知识与模式，以及传统手段所难以发现的教育规律特点。在教育领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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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技术已被用到学习预警[13]、学习成效预测[14]等话题。在移动学习投入量方面，Tang、Xing 和 Pei [15]
使用历时 k-均值聚类等方法，对学习者在慕课学习中产生的历时活动数据进行了挖掘，识别了三种不同

的历时学习投入轨迹，发现内在动机驱动的学习者和持续参与论坛活动的学习者在慕课学习中的表现更

好。王丽英等[16]从行为、情绪和认知三个维度进行时序数据同步融合、分层递进诊断评估和统计聚类分

析，构建了在线学习行为多模态数据融合模型。刘智等[17]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云平台课程的论坛

发帖记录进行挖掘，探究了不同学习群体在情绪表征(积极、消极与困惑情绪密度值)以及社会网络交互(网
络中心性与网络结构特征)方面的差异。 

诚然，移动学习投入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如下局限：首先，维度单一，将行为和情

感维度整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其次，数据静态。多为单次描述或者前后测量，而投入量并非固定不变，

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因活动任务不同而发生改变。若能跟踪测量，则可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再次，方法

传统，多为问卷、量表等传统方法，较少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此外，“语言学导论”是英语专业一门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理论体系抽象庞杂，教学内容覆盖面广，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亟待教学模式的创新。为此，本文拟以该课程为例，跟踪收集学生在移动学习平台的发言数据。

利用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技术，探讨学生行为和情感投入量的动态变化规律，并检验移动学习投入量对

学习成效的提升作用，希冀对该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提供参考，并为移动学习投入量研究提供一定方

法论启示。具体研究问题为： 
1) 移动学习行为投入量的动态变化规律如何？ 
2) 移动学习情感投入量的动态变化规律如何？ 
3) 移动学习投入能否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 985 高校英语专业三年级两个“语言学导论”教学班的学生。其中，实验组(使用

移动学习平台的班级) 31 人，男生 8 人，女生 21 人。对照组(未使用移动学习平台的班级) 39 人，男生 9
人，女生 30 人。 

2.2. 课程设计与数据采集 

依托“语言学导论”课程所使用的 UMU 移动学习平台采集数据。UMU 是一个知识分享与传播的学

习平台，提供了创新混合式的互动学习方式，可以用于制作图文音视频互动课程，在线发起调研、提问、

讨论与分享，使用手机进行直播等，非常适合作为移动学习的平台。“语言学导论”课程的内容包括语

音学与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言变化、语言与社会、语言习得、二语习得、语

言与大脑等 10 章，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方式。每一章学习前，教师在 UMU
平台提供学习材料，要求学生自主预习，针对预习中的重难点在 UMU 平台进行提问和讨论。同学之间

可以自由讨论，教师和助教也会及时答疑解惑。每一章学习结束后，学生需要提交本章的学习反思，由

教师给予反馈。采集 10 次课前讨论和课后反思的发言文本数据进行分析。 

2.3. 研究方法 

采用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的方法研究移动学习投入量，并辅以文本质性分析和准实验设计。文本挖

掘和情感分析方法用于对学生移动学习平台的发言文本进行精准定量分析，分别探究行为投入量和情感

投入量的动态变化。文本质性分析用以辅佐解释数据挖掘的定量发现。准实验方法用于对比实验组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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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期末成绩，以探究移动学习提升学习成效的有效性。 

2.4. 数据分析 

以往对于移动学习投入量的研究，大多使用发帖数、回帖数、看帖数等作为投入量指标。这些指标

只是粗放的数量指标，难以体现投入量的质量。因此，本研究并未简单将发帖数等作为分析指标，而是

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深入分析发言文本内容。对于行为投入量，本研究使用 R 编程语言环境下的 jiebaR
包进行分词，去除停用词，以有效发言词数作为计量指标，有效词数越多，行为投入量越大。对于情感

投入，基于清华大学李军教授的情感词典，编程对学生发言进行情感分析，情感计算分数越高，情感投

入量越大。通过实验组期末成绩与行为和情感投入量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实验组与对照组期末成绩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探究移动学习投入量对学习成效的提升作用。 

3. 结果与启示 

3.1. 移动学习行为投入量的动态变化规律 

学生移动学习行为投入量动态变化的折线图见图 1。课前讨论和课后反思的行为投入均呈现出开学

到期中稳中略升、期末略有下降的特点。刚开学即有稳定的行为投入，表明作为“数字原住民”的 90 后

大学生已经较为熟悉各种移动设备和平台的使用，技术壁垒已经不再是学习的障碍。刚开学时，学生可

能不熟悉新课的教学要求和学习内容，对新课较为重视，故行为投入较高。例如，有学生在课后反思中

提到：“这一章的内容非常基础，很多细节需要留意”(S2)；“很多概念都很抽象，理解不易，要仔细

揣摩才行”(S3)。因此，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如引导学生思考语言学是什么、语言学有什么用、介

绍语言学的最新应用成果、进行简单的语言学小实验、介绍语言学家轶事等，让他们消除对陌生课程的

焦虑感，从学习伊始就保持对语言学的兴趣，保持较高行为投入。期中的行为投入稳中略升，表明学生

已经适应移动学习，能够在一定的语言学基础之上，开始进行有深度的思考。这段时间是学生学习快速

提升的关键期，教师应当继续给予学生相应的支撑，如扩展阅读语言学原著节选、引导学生进行简单的

语言学调查实践、申报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参与学业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参加本科生学术论坛等，

使学生继续保持良好、稳定的学习状态和行为投入，逐步从单纯的知识接收深化到应用实践，初步培养

科研创新能力。期末的行为投入略有下降，可能原因是临近期末，学生的重心转移到复习备考。由于期

末考试成绩同日后的评奖评优、升学就业等密切相关，学生精力难免对备考有所倾斜。对此，教师可以

适当引导学生，如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点、构建更加清晰的课程框架、讨论课程重难点、答疑解惑等，利

用移动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期末复习。 
 

 
Figure 1. Dynamic changes of mobile learning behavioral engagement 
图 1. 移动学习行为投入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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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反思的行为投入量高于课前讨论，说明经过学生参与和教师讲授，学生能够理解、内化所学知

识，从而能够有所思考，增加行为投入。例如，课后反思中有学生反映：“预习的时候就感觉音位和音

素的定义很复杂，经过课堂讨论基本明白啦”(S4)。今后，可考虑进一步采取翻转课堂的模式，将讲义、

PPT 等提前发给学生，课下组成学习小组，将书本知识的学习前移。课上主要用来答疑解惑和讨论，深

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3.2. 移动学习情感投入量动态变化规律 

学生移动学习情感投入量动态变化的折线图见图 2。与行为投入类似，课后反思的情感投入也呈现

出开学到期中稳中略升、期末略有下降的特点。然而，课前讨论的情感投入持续低迷、波动较大，且显

著低于课后反思的情感投入。课后反思的情感投入呈现出与行为投入类似的变化规律，表明情感投入与

行为投入存在一定关联。对于二者的关系，先前研究[5]业已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进

行了探究。本文则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分析了学生的移动学习平台发言文本数据，支持并拓展了前人

的结论。“语言学导论”课程难度较大，为了学好这门课，学生增加了行为投入，从而一定程度促进了

情感投入。同时，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善于引入大量鲜活的语言学

范例帮助学生消化理解抽象的概念，对于提升学生兴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有学生反映：“这些

语言学现象十分有趣，课堂氛围很活跃，感到十分轻松愉快”(S11)。学生的主动投入、教师的积极引导，

使得学生从开学伊始就保持了较为积极的情感投入。期中时，情感投入稳中略升，可能是因为通过先前

的学习，学生对这门新课有了一定的了解，增强了心理归属感和获得感。前人研究表明：移动学习平台

的讨论交流使得学生能在社交团体中寻找到存在感，促使他们的学习投入不断提高[18]。这一发现也在本

文中得到印证。期末时，情感投入下降，可能是因为期末复习压力较大。此外，临近期末学习的几章内

容“二语习得”“语言与大脑”等以理论介绍为主，且涉及到语言认知的脑机制等自然科学的知识，难

度较大，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情感投入。 
 

 
Figure 2. Dynamic changes of mobile learning emotional engagement 
图 2. 移动学习情感投入的动态变化 

3.3. 移动学习投入对学习成效的提升作用 

对课前、课后以及总体移动学习投入与期末成绩之间的相关分析(见表 1)表明：课前、课后、总

体(课前 + 课后)行为投入与期末成绩之间相关系数分别为 0.522、0.564 和 0.655，均呈中度正相关，

且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行为投入越高，学习成效越好。课前、课后、总体情感投入与期末成绩之间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44、0.427 和 0.504，均为显著中等正相关。这说明情感投入越高，学习成效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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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different mobil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final test performance 
表 1. 不同的移动学习投入量与期末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 

 课前讨论 课后反思 总体(课前 + 课后) 

行为投入 0.522** 0.564** 0.655** 

情感投入 0.444* 0.427* 0.504** 

注：*p < 0.05，**p < 0.01。 
 

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2)，发现：使用了移动学习平台的班级平均

期末成绩更高(88.87 vs. 79.21)，两组成绩均值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01)。由于两个班级的学生来自

同一所高校的同一专业，生源质量无明显差异，故可以认为成绩的提升是由移动学习带来的。这再一次

验证了移动学习的有效性。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f final test performance between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期末成绩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组别 N M SD t p 

实验组 31 88.87 4.654 5.564*** 0.000 

对照组 39 79.21 9.958   

注：*** p < .001。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学生在“语言学导论”课程移动学习平台发言的数据进行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探讨

了移动学习行为投入量和情感投入量的动态发展规律，以及学习投入对学习成效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

学生移动学习行为投入量从开学到期中稳中略升，期末有所下降，且课后投入高于课前。与行为投入类

似，课后情感投入亦呈现开学到期中稳中略升、期末有所下降的特点，但课前情感投入持续低迷、波动

较大，且显著低于课后。无论是课前还是课后，行为投入还是情感投入，投入量都与学习成效呈显著正

相关。与未使用移动学习平台的班级相比，使用移动学习平台的班级期末成绩更高，表明移动学习投入

对学习成效有一定促进作用。 
本研究对教学的启示：首先，教师应当将技术与内容深度耦合，针对不同课程单元、主题的特点，

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设计，开展多样性的移动学习活动，以提升学生投入。其次，针对期初、期中、期

末等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认知、心理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以引导学生持续保持高投入。再次，

由于课前的情感投入波动较大，教师应当特别关注学生的课前学习状态，充分了解学生在课前预习和讨

论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予以反馈，将潜在负面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可将移动学习行为投

入纳入课程考核，构建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通过考评促进移动学习投入。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研究对象方面，由于样本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人数有限，导致本研究样

本量受限。尽管本研究满足了统计分析每组样本 30 人的要求，但无法控制学生的性别差异等变量，其代

表性和可推广性值得进一步验证。今后，可联合其他院校“语言学导论”课程的主讲老师，推广本研究

中的课程设计，从而获取更大的样本量；也可将本课程的设计拓展应用于其他同类课程或者学习平台，

以探究本研究的结论在不同课程以及不同学习平台中的适用性。技术手段方面，本研究只从文本词频统

计和情感分析方面进行了粗粒度的分析。今后，可结合词汇复杂度、句法复杂度等语言特征进行细粒度

的分析，精细勾勒学生的移动学习画像，并为档案袋评估提供客观详实的资料。此外，本研究所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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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如点赞数、获赞数、发帖数、回帖数、发帖时间、回帖

时间等。本研究作为一项先导研究，尚未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今后，可基于海量的教育大数据进行深度

挖掘，如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活跃和不活跃的学生、探讨发帖时间与发帖质量之间的关系等，以期更

好地应用数据挖掘的成果服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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