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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earning website for double-digit multiplication arithmetic method, this study used a 
situational experiment method to examine whether a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 can affect situa-
tional interest and learning outcomes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whether the interven-
tion will be stronger for students who have low expectancies for succ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online learning context, the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students’ utility value, 
particularly for students who have low expectancies for success. Besides, there was a main effect 
of the intervention condition on triggered and maintained situational interest. Finally, the inter-
vention condition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particularly for students 
who have low expectancies for success. So the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 is the key factor to im-
prov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interest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who 
have low expectancies fo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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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专题学习网站，采用情境实验法考察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干预对不同期望

水平学生的情境兴趣和学习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效用价值干预显著提高学生在网络学习中的效用价

值，尤其是低期望学生的效用价值；效用价值干预对激发性情境兴趣和维持性情境兴趣的主效应显著；

干预条件能显著提高学习满意度，尤其是低期望学生的学习满意度。研究表明：效用价值干预是提升学

生网络学习兴趣及学习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且干预对低期望学生尤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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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网络学习也由此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网络学习泛指基于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的学习，特别是指基于各类电子通信网络，尤其是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计算机网络的学习(丁兴富，2009)。与传统课堂相比，网络学习具有很多优点，如打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实现了学习资源的共享。此外，网络学习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积极参与者(Udo, 
Bagchi, & Kirs, 2011)。他们能自由选择学习内容，自主安排学习顺序与学习进度等(周自波，陈娟，2003)。
但网络学习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的学习兴趣日益减少(Maki, Maki, Patterson, & Whittaker, 2000)，学习

效果难以保证(Xu & Jaggars, 2013)，退学率居高不下(Doherty, 2006)等。因此如何提高网络学习环境下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是值得研究者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2. 问题提出 

兴趣是指个体力求参加某种活动、认识或掌握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Hidi & Renninger, 2006; 姚本先，

2000)。兴趣不论是作为学习过程还是结果对有效学习都非常重要。研究者把兴趣分为情境兴趣和个体兴

趣，个体兴趣相对稳定，情境兴趣易受外部条件的影响(Krapp, 2002)。因为情境兴趣较易被操纵和控制，

所以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何提高网络学习中学生的情境兴趣。此外，学习效果是学习者学习状态的重要体

现，网络学习效果的评估一般包括学习成绩和学习满意度两个指标(李定，李晓霞，邵培基，2012)。而且，

有研究发现低期望学生在课堂上有兴趣降低及表现不佳的风险(Jacobs et al., 2002)。期望是指个体对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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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期或远期任务能够做到多好的主观评估(Eccles et al., 1983; 姜立利，2003)。低期望学生认为自己

不擅长学习某一学科，且不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而高期望学生与之相反，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很好的

完成学习任务，他们对学习活动的兴趣更高，学业表现也更好(Eccles et al., 1983)。所以，网络学习环境

下如何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尤其是提高低期望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成为网络学

习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众多研究者认为帮助学生发现所学知识的价值与意义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的一种有效方

法(Hidi & Harackiewicz, 2000)。当个体发现所学知识的价值时，他的学习兴趣会提高，会更积极地投入

到学习中去，进而提高其学习效果(Hidi & Harackiewicz, 2000)。根据期望-价值理论，效用价值是指个体

感知到的任务的实用性或者任务本身与其它任务或个人生活的紧密相关(Eccles et al., 1983)。效用价值作

为一种重要的动机变量，能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Eccles et al., 1983)。已有研究在传统课堂考察了效

用价值的可干预性，他们通过实验证明直接告知被试所学内容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或者鼓励学生主动描

述所学内容与生活的相关，均能提高学生的效用价值(暴占光，张向葵，2008; Hulleman et al., 2010)。效

用价值在网络学习环境中是否具有可干预性，效用价值干预能否提高网络学习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

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 
根据兴趣发展四阶段模型，效用价值对于兴趣的发展尤为重要(Hidi & Renninger, 2006)。兴趣发展四

阶段模型认为，兴趣的发展包括激发性情境兴趣阶段、维持性情境兴趣阶段、最初的个体兴趣阶段和稳

定的个体兴趣阶段。对活动价值的感知会影响兴趣的发展，发现活动的价值及意义能够促进个体由激发

性情境兴趣(由活动的外部特征所激发的情境兴趣)向维持性情境兴趣(继续参加活动的意愿)发展，也能促

进个体由情境兴趣向个体兴趣发展(Hidi & Renninger, 2006)。研究表明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能显著预测学

生的继续学习意愿(Joo, Lim, & Kim, 2013)。因此当学生感知到网络学习的价值时，他们的情境兴趣可能

得到提高。此外，效用价值对个体的学业表现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期望–价值理论认为，当个体感知到

学习的价值时，他会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并在学习中有良好表现(Eccles et al., 1983)。网络学习中效

用价值能显著预测学生的学习成绩(Joo, Lim, & Kim, 2013)和学习满意度(Liu, Li, & Carlsson, 2010)。 
综上所述，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对学习兴趣及学业表现具有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都是单独考察网

络学习中效用价值与兴趣或者学习效果的关系，并未综合考察效用价值与兴趣及学习效果的关系；且已

有研究均使用的问卷法，即同一时间对所有变量进行测量的方法，这仅能得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不

能说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网络学习中学生效用价值的提高能否使得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业表现也

得到提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鉴于低期望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业表现更差，如何提高他们的网络

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更应该得到关注。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情境实验法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 效用价值干预能否提高网络学习中学生的效用

价值，尤其是低期望学生的效用价值；2) 效用价值干预能否提高网络学习中学生的情境兴趣，尤其是低

期望学生的情境兴趣；3) 效用价值干预能否提高网络学习中学生的学习效果，尤其是低期望学生的学习

效果。本研究将为今后网络学习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提供思路及方法。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大学非数学专业学生，并将被试随机分配到效用价值干预组或控制组，有效被试 180 人。

按照期望得分高低排序，将得分前 27%和后 27%的被试分成高、低期望组，共 110 人(因部分被试期望得

分一致，故实验人数多于有效被试的 54%)，其中男 39 人，女 71 人。各被试基本情况见表 1。被试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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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rticipants of each group 
表 1. 各组被试人数 

 低期望组 高期望组 总人数 

效用价值干预组 31 23 54 

效用价值控制组 26 30 56 

总人数 57 53 110 

 
均年龄为 20.27 岁(SD = 2.54)；效用价值处理(F(1,106) = 0.213, p > 0.05)、期望(F(1,106) = 0.12, p > 0.05)
及其交互作用(F(1,106) = 0.38, p > 0.05)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3.2. 实验设计 

研究为 2 (效用价值干预或控制) × 2 (高、低期望水平)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效用价值、激发性

情境兴趣、维持性情境兴趣、学习满意度和心算测试成绩。控制变量有初始兴趣，先前知识经验，性别。

研究的网络学习是基于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专题学习网站进行的网络学习，该学习网站包括学习指南、

主题学习、评估调查等模块。 

3.3. 学习材料与研究工具   

参照 Hulleman 等人(2010)的研究，采用“两位数乘法的心算方法”作为实验中的学习材料。学习材

料的具体内容根据《生活中的魔法数学：世界上最简单的心算法》(Benjamin & Shermer, 2006)编写。利

用 ASP (Active Server Page)软件(藏杨，秦冬，李育龙，2004)制作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的学习网站。学习

网站共包括以下几个模块：学习指南模块主要提供本网站的基本介绍，包括学习内容、学习目标(要求)、
学习的流程以及参考资料。主题学习模块主要通过例题介绍两位数乘法心算的方法和原理，并提供学习

完成后的练习题目。评估调查模块包括心算测试、效用价值量表、情境兴趣量表及网络学习满意度问卷

等。练习题目和学习结束后的心算测试均取自 Benjamin 等人(2006)的内容，皆为 40 题，题项难度逐渐增

加。 
采用 Hulleman 等人(2010)的效用价值干预和控制的写作任务。效用价值的干预任务为：在 10 分钟时

间内，用两段话描述网络学习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联系，例如可以描述网络学习

乘法心算对学习和生活的帮助，也可从记忆、思维、学习效率等方面进行描述，并举例说明。控制任务

为：在 10 分钟时间内，用两段话描述两幅图片中观察到的细节。左边图片与数学学习相关，右边图片为

风景图。 
采用 Harackiewicz 等人(2008)的《先前知识经验问卷》，先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将问卷翻译成中文，

然后请有多年留学经验的心理学专业老师对其进行校正，最终确定问卷的内容(以下各问卷及写作任务都

按照此流程进行翻译)。该问卷共 6 个项目，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两位数乘法的心算方法”，采用 7 点

计分。原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0，研究中为 0.73。采用 Hulleman 等人(2010)的《初始兴趣问卷》，

包括 7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原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3，研究中为 0.94。采用 Hulleman 等人(2010)
的《期望问卷》，共 3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原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74，研究中为 0.75。 

修订 Hulleman 和 Harackiewicz (2009)的《效用价值量表》，共 7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原量表的

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2，本研究为 0.89。修订 Harackiewicz 等人(2008)的《激发性情境兴趣问卷》和《维

持性情境兴趣问卷》，均包括 5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原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分别为 0.91 和 0.95，
研究中分别为 0.91 和 0.89。修订 Sun 等人(2008)的《网络学习满意度问卷》，共 9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

分；原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3，研究中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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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要求被试填写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专业)，并完成先前知识问卷和初始兴趣问卷。实

验开始先请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被试理解实验程序后登陆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网站进行学习。被试有

15 分钟的时间在学习指南和主题学习模块进行学习，学习过程中被试可以自由安排学习进度和学习顺序。

之后进行 5 分钟的心算练习，并填写期望问卷。然后被试随机接受 10 分钟的效用价值干预或控制的写作

任务。写作任务结束后被试在评估调查模块进行 5 分钟的心算测试并依次完成效用价值问卷、激发性情

境兴趣问卷、维持性情境兴趣问卷和网络学习满意度问卷。 

3.5.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 

4. 实验结果 

4.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结果发

现，被试的先前知识经验较低，均值仅为 3.14。初始兴趣处于中等水平，均值为 4.73。因先前知识经验

和初始兴趣会对实验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本研究要将之进行控制，二者水平较低正是本研究所期望的。

此外，被试的期望水平、效用价值、激发性和维持性情境兴趣及学习满意度的均值都大于 5，远高于中

位数。相关分析表明，先前知识经验与初始兴趣、激发性情境兴趣显著正相关，初始兴趣与心算测试成

绩显著正相关。初始兴趣、期望、效用价值、激发性情境兴趣、维持性情境兴趣与学习满意度两两之间

显著正相关。 

4.2. 效用价值干预的有效性及其对不同期望水平学生的影响 

为了检验效用价值干预和控制任务的有效性，请两名经过培训的评分者(不了解研究目的和实验条件)
对被试的写作内容进行评定。评定包括两部分：一是评定写作内容中是否提到网络学习两位数乘法心算

方法的效用价值(1 代表是，0 代表否)，二是统计写作内容中列举的网络学习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具有效

用价值的例子个数。评分者分别对 110 位被试的写作内容进行独立评定，评分者一致性系数在是否提到

效用价值方面达到 0.98，在例子个数上达到 0.94。经过讨论，两位评分者就分歧达成一致。在“是否提

到乘法心算的效用价值”指标上，效用价值干预组的总数为 54，达到 100%；控制组的总数为 3，仅 5.4%。

在“列举的例子个数”指标上，效用价值干预组的平均数为 5.35 (SD = 2.47)，控制组的平均数为 0.05 (SD = 
0.23)。把两个评定指标各自标准化后，取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合成一个新的指标即观察到的效用价值

(Hulleman et al., 2010)，M = 0.00，SD = 0.96。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效用价值处理对观察到的效用价

值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组被试观察到的效用价值(0.93 ± 0.39)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0.90 ± 0.00)，
t(108) = 35.53，p < 0.001，Cohen’s d = 6.70。这证明效用价值干预任务对被试写作内容的影响显著。考察

效用价值处理对效用价值(由效用价值问卷测得)的影响，发现：效用价值干预组的效用价值(5.46 ± 0.84)
显著高于控制组(5.05 ± 1.08)的效用价值，t(108) = 2.19，p < 0.05，Cohen’s d = 0.42。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干预能够显著提高被试的效用价值，效用价值干预法适用于网络学习环境。 
以初始兴趣和先前知识为协变量(控制初始兴趣和先前知识)，运用协方差分析考察效用价值处理和期

望水平对效用价值(由效用价值问卷测得)的影响。各组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3 所示。结果发现，效用

价值处理(F(1,104) = 8.96, p < 0.01， 2
pη  = 0.079)、期望水平(F(1,104) = 21.07, p < 0.001， 2

pη  = 0.168)在效

用价值上的主效应显著，即效用价值干预组的效用价值显著高于控制组的效用价值，且高期望组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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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Zero-order correla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major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先前知识经验 —        

2 初始兴趣 0.41** —       

3 期望 0.16 0.22* —      

4 效用价值 0.09 0.23* 0.43** —     

5 激发性情境兴趣 0.20* 0.27** 0.51** 0.66** —    

6 维持性情境兴趣 0.24* 0.30** 0.56** 0.81** 0.82** —   

7 学习满意度 0.15 0.23** 0.51** 0.69** 0.71** 0.76** —  

8 心算测试成绩 -0.04 0.23** 0.01 0.05 0.09 0.04 0.10 — 

M 3.14 4.73 5.00 5.25 5.39 5.20 5.22 19.03 

SD 0.75 1.51 1.09 0.99 1.07 1.08 0.92 4.15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all variables for the four experimental groups 
表 3. 不同期望条件下，效用价值干预和控制组在各因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低期望 高期望 

效用价值控制 
(n = 26) 

效用价值干预 
(n = 31) 

效用价值控制 
(n = 30) 

效用价值干预 
(n = 23) 

M SD M SD M SD M SD 

效用价值 4.40 0.79 5.27 0.90 5.62 0.97 5.70 0.70 

激发性情境兴趣 4.65 1.24 5.28 0.94 5.72 0.97 5.93 0.60 

维持性情境兴趣 4.41 0.99 5.05 1.00 5.59 1.08 5.80 0.61 

学习满意度 4.50 0.92 5.17 0.97 5.60 0.77 5.60 0.49 

测试成绩 18.41 4.17 19.34 4.96 18.69 3.28 19.76 4.07 

 
价值显著高于低期望组的效用价值。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 1)，F(1,104) = 6.75, p < 
0.05, 2

pη  = 0.061，即效用价值处理对高低期望组的效用价值有不同的影响。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分别针

对高、低期望组被试考察效用价值处理在效用价值上的效应。结果表明：效用价值干预显著提高低期望

被试的效用价值(F(1,106) = 12.56，p < 0.01， 2
pη  = 0.118)，而对高期望被试无显著影响。 

4.3. 效用价值干预对不同期望学生情境兴趣的影响 

以初始兴趣、先前知识及性别因素为协变量(控制初始兴趣、先前知识及性别因素)，运用协方差分析

考察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对情境兴趣的影响。各组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3 所示。效用价值处理显著

影响激发性情境兴趣(F(1,104) = 5.00，p < 0.05， 2
pη  = 0.046)、维持性情境兴趣(F(1,104) = 5.28，p < 0.05，

2
pη  = 0.048)，即效用价值干预组的激发性情境兴趣(5.56 ± 0.87)和维持性情境兴趣(5.37 ± 0.92)显著高于控

制组的激发性情境兴趣(5.23 ± 1.21)及维持性情境兴趣(5.04 ± 1.19)。而且期望水平在激发性情境兴趣

(F(1,104) = 17.47，p < 0.001， 2
pη  = 0.144)、维持性情境兴趣(F(1,104) = 23.76，p < 0.001， 2

pη  = 0.186)上
的主效应显著，即高期望组被试的激发性情境兴趣与维持性情境兴趣均显著高于低期望组被试的激发性

情境兴趣与维持性情境兴趣。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在激发性情境兴趣(F(1,104) = 2.36，p = 0.13， 2
pη  = 

0.022)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在维持性情境兴趣(F(1,104) = 3.10， 2
pη  = 0.08， 2

pη  = 0.029)的交互作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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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显著(见图 2)，即效用价值处理对高低期望组的维持性情境兴趣有不同影响。简单效应分析进一步发现，

效用价值干预显著提高低期望被试的维持性情境兴趣(F(1,106) = 4.95，p < 0.05， 2
pη  = 0.04)，而对高期望

被试无显著影响。综上所述，效用价值干预显著提高被试的激发性及维持性情境兴趣，尤其是低期望被

试的维持性情境兴趣。 

4.4. 效用价值干预对不同期望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控制初始兴趣、先前知识经验和性别，运用协方差分析考察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各组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3 所示。在心算测试成绩上，效用价值处理、期望及其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在学习满意度上，效用价值处理(F(1,104) = 4.30，p < 0.05， 2
pη  = 0.040)及期望(F(1,104) = 19.85，p < 0.001，

2
pη  = 0.160)的主效应显著，即效用价值干预组的学习满意度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学习满意度，高期望组的

学习满意度显著高于低期望组的学习满意度；且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 3)，F(1,104) = 
6.08，p < 0.05， 2

pη  = 0.055，即效用价值处理对高低期望组的学习满意度有不同的影响。简单效应分析

进一步发现：效用价值干预显著提高低期望被试的学习满意度(F(1,106) = 7.65，p < 0.01， 2
pη  = 0.072)，

而对高期望被试的学习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Figure 1. Interaction effect of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 and expectancy of success on 
utility value 
图 1. 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在效用价值上的交互作用 

 

 
Figure 2. Interaction effect of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 and expectancy of success on 
maintained situational interest 
图 2. 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在维持性情境兴趣上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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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teraction effect of utility value intervention and expectancy of 
success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图 3. 效用价值处理与期望在学习满意度上的交互作用 

5. 讨论 

研究发现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干预能提高学生的效用价值，与在传统课堂的干预效果一致(Hulleman 
& Harackiewicz, 2009)。这证明了效用价值干预法在网络学习中的可行性。此外，研究发现效用价值干预

显著提高低期望学生的效用价值，而对高期望学生影响不显著。Eccles 等人(1983)认为期望与价值呈中等

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当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这项活动时，他会体验到活动的价值；当个体发现活动有

价值时，他会增加活动投入，进而提升了自己对做好这项活动的信心。且研究也表明低期望学生较难感

知到所学内容的价值(Jacobs et al., 2002)。因此效用价值干预法通过鼓励学生把所学知识与生活相联系，

使得低期望学生的效用价值得到显著提高。而高期望学生的效用价值本身就很高，所以效用价值干预对

其作用并不显著。 
同时，本研究通过实验法证实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干预能显著提高学生的激发性及维持性情境兴趣，

验证了 Hidi 和 Renninger (2006)提出的兴趣发展四阶段模型中的前两个阶段。兴趣发展四阶段理论认为对

活动价值的感知是促进兴趣发展的关键要素，兴趣的发展依赖于活动中体验到的价值、积极情绪等(Hidi & 
Renninger, 2006)。因此当学生感知到学习的价值时，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随之加深。此外，当个体的情

境兴趣得以维持，如果个体继续参与活动并体验到活动的价值，个体会由情境兴趣阶段转向个体兴趣阶

段。个体兴趣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对学生选择和坚持某种活动有极大影响。因此本研究的这

一发现为网络学习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了思路与方法。虽然效用价值干预和期望水平在情境

兴趣上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或者呈边缘显著，但其效应量 2
pη 分别是 0.022 和 0.029，具有小

效应量(Cohen, 1973)。这表明效用价值干预对高、低期望组的情境兴趣存在不同的影响。低期望学生面

临学习兴趣降低的风险，而高期望学生的学习兴趣比较高，所以效用价值干预更能提高低期望学生的情

境兴趣。以后的研究可增加被试人数，以增强统计功效。此外，现有研究仅考察了兴趣发展的前两个阶

段，今后的相关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追踪进一步考察情境兴趣向个体兴趣的发展。 
最后，研究发现效用价值干预能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尤其是低期望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当

个体感知到学习与生活、以后的目标相关时，他们会认为学习内容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学习满意度

得到提高。低期望学生在效用价值干预条件下，感受到了学习的价值，因此学习满意度也得到了提高。

而高期望学生本身就能感知到学习内容的价值，学习满意度水平较高，因此效用价值干预对其作用不显

著。研究并未发现效用价值干预对心算测试成绩的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效用价值干预属于动机干预，

动机干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要在多次干预后才能发挥作用并被观测到。研究是基于网络专题学习而进行

的情境实验，仅进行了一次干预，故未能发现效用价值干预对学习成绩的积极效果。此外，心算技巧的

熟练运用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练习。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可以追踪一门网络课程，在一个学期内多次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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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价值，以检验效用价值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网络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效用价值干预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当个

体感知到学习的价值时，他更可能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并在学习中有良好表现。这种提高学生网络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的方法简便易行，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值得广大教师借鉴和使用。此外，

由于低期望学生面临学习兴趣较低且学业表现不佳的风险，效用价值干预对低期望学生更为有效，更能

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学业表现。鉴于高期望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动机和较好的学业表现，基于公平教育的

视角(允春喜，金田野，2011)，教师可以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学习材料，以促进高期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Renninger, Bachrach, & Posey, 2008)。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仅使用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作为网络学习的内容，今后相关研究

可采用不同学习内容检验网络学习环境下效用价值干预对兴趣发展及学习效果的影响；其次，研究的网

络学习实验环境不能完全模拟真实的网络学习环境；最后，研究仅选取了大学生被试群体，不能代表广

泛的网络学习者。由此，基于本研究的局限，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广泛的网络学习人群中去还有待进一

步探讨。 

6. 结论 

1) 网络学习中效用价值干预能显著提高学生的效用价值，尤其是低期望学生的效用价值； 
2) 效用价值干预组学生的激发性情境兴趣和维持性情境兴趣显著高于效用价值控制组； 
3) 效用价值干预能显著提高低期望学生的学习满意度，而对高期望学生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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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网络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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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知识经验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两位数乘法的心算方法。  1 2 3 4 5 6 7 

2. 我学习过类似的乘法心算方法。 1 2 3 4 5 6 7 

3. 我有关乘法心算方法的经验很少。 1 2 3 4 5 6 7 

4. 我以前看过一些乘法心算的书籍。 1 2 3 4 5 6 7 

5. 我非常的了解乘法心算。 1 2 3 4 5 6 7 

6. 我对乘法心算知识没有任何的了解。 1 2 3 4 5 6 7 

初始兴趣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我认为数学是令人愉快的。 1 2 3 4 5 6 7 

2. 数学对我没有吸引力。 1 2 3 4 5 6 7 

3. 我乐于做数学题。 1 2 3 4 5 6 7 

4. 我喜欢学习新的数学概念。 1 2 3 4 5 6 7 

5. 我渴望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 1 2 3 4 5 6 7 

6. 我对数学很感兴趣。 1 2 3 4 5 6 7 

7. 我认为有很多数学知识值得我搞清楚。 1 2 3 4 5 6 7 

 

心算测试部分题目 
1.   12 × 21 =  
2.   25 × 11 =  
3.   11 × 37 =  
4.   31 × 23 =  
5.   11 × 45 =  
6.   41 × 31 =  
7.   22 × 13 =  
8.   32 × 12 =  
9.   61 × 31 =  
10.  41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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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问题中，我会表现很好。 1 2 3 4 5 6 7 

2. 我感觉我可以正确的使用这个方法。 1 2 3 4 5 6 7 

3. 我感觉我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不好。 1 2 3 4 5 6 7 

效用价值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这个方法对日常学习和生活都是有用的。 1 2 3 4 5 6 7 

2. 我认为这个方法将来对我没用。 1 2 3 4 5 6 7 

3. 诚实的说，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没用的。 1 2 3 4 5 6 7 

4. 这个乘法心算方法有助于我今后的学习。 1 2 3 4 5 6 7 

5. 掌握这个乘法心算方法对我很重要。 1 2 3 4 5 6 7 

6. 学好这个乘法心算方法对我以后的工作没有帮助。 1 2 3 4 5 6 7 

7. 这个乘法心算方法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帮助。 1 2 3 4 5 6 7 

激发性情境兴趣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自左至右乘法心算方法是有趣的。 1 2 3 4 5 6 7 

2. 运用这个乘法心算方法很有趣。 1 2 3 4 5 6 7 

3. 学习这个乘法心算方法是浪费时间。 1 2 3 4 5 6 7 

4. 我喜欢运用这个自左至右叉乘法心算方法。 1 2 3 4 5 6 7 

5. 两位数乘法心算的学习是令人愉快的。 1 2 3 4 5 6 7 

维持性情境兴趣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我认为自己以后会使用今天学习的这个乘法心算方法。 1 2 3 4 5 6 7 

2. 运用这个乘法心算方法的学习使我很兴奋。 1 2 3 4 5 6 7 

3. 学习这个乘法心算方法对我很有意义。 1 2 3 4 5 6 7 

4. 我认为这个乘法心算方法枯燥无味。 1 2 3 4 5 6 7 

5. 我认为这个乘法心算方法对我有用。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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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习满意度问卷：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不 
确 
定 

有 
点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通过网络学习两位数乘以两位数心算专题我很满意。 1 2 3 4 5 6 7 

2. 如果有机会通过网络学习其他专题，我很乐意这样做。 1 2 3 4 5 6 7 

3. 选择通过网络进行两位数乘以两位数心算是明智的。 1 2 3 4 5 6 7 

4. 我对该专题是满意的。 1 2 3 4 5 6 7 

5. 我认为该专题能满足我的需要。 1 2 3 4 5 6 7 

6. 我会尽可能的通过网络学习更多的专题。 1 2 3 4 5 6 7 

7. 我对该专题制定的方式感到失望。 1 2 3 4 5 6 7 

8. 如果可以选择，我将不会通过网络学习该专题。 1 2 3 4 5 6 7 

9. 通过网络学习这个专题使得它比我曾经学过的其它专题更难。 1 2 3 4 5 6 7 

 
效用价值干预/控制任务 

效用价值控制任务 
亲爱的同学： 
您好！欢迎您参加本次网络专题学习实验！请您认真观看下面呈现的两张照片，用两段话对图片中

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仔细的描述您在图片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细节。 
第一段描写本文中左边图片的内容，第二段描写本文中右边图片的内容，时间是 10 分钟，写完后把

文档的名字改为您的编号进行保存。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参与！ 
 

 
 

效用价值干预任务 
亲爱的同学： 
您好！欢迎您参加本次网络专题学习实验！请您思考网络学习两位数乘法的心算方法与您或者大学

生群体学习生活的普遍相关，用两段话对网络学习两位数乘法心算方法与大学生群体学习和生活的普遍

相关进行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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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您可以描述网络学习乘法心算对大学生群体的学习和生活的帮助，您也可以从对记忆力、思维、

学习效率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描述，并且举例说明。时间是 10 分钟，写完后把文档的名字改为您的编号进

行保存。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参与！ 
 

附表 1. 是否提到数学技巧的效用价值的次数分布表 

 效用价值控制 效用价值干预 

是否提到数学技巧的效用价值 N % N % 

否 53 94.6 0 0 

是 3 5.4 54 100 

总数 56 100 54 100 

 
附表 2. 列举的数学技巧具有效用价值的例子个数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效用价值控制 效用价值干预 

列举的数学技巧具有效用价值的例子个数 M SD M SD 

 0.05 0.23 5.35 2.47 

 
附表 3. 被试干预/控制任务举例 

干预组被试写作举例： 

乘法心算在学习中的作用： 
1、能提高我的数学运算能力，以前数学能力不是很强的，学习之后应该有所提高； 
2、能提高我的大脑灵活度，使我对数学更感兴趣，经常运算提高大脑灵活性； 
3、增强学数学的信心，运算能力的提高是学好数学的基础。 
乘法心算在生活中的作用: 
1、提高办事效率，对一些并不特别复杂的数据可以快速算出，节省时间。 
2、提高计算的准确性，消费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控制组被试写作举例： 

第一张图：      
在一节数学课上，一位数学老师正在教一位初中生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ABC，并且 
给三角形的各边分别赋予合适的值让该学生来验证三角形勾股定理的正确性，并且教他如何正确使用三角形勾股定理公式。 
第二张图：       
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很多游人都不约而同的来到了这一个令人陶醉的旅游胜地。在这里，耸立在几座分别孤立起来的

山峰，每一座山都披着美丽的绿衣裳。在山峦的中间有一潭清澈的湖水，游人们坐着小船在水面上来回嬉戏，享受着这人间美

景，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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