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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移动终端普及率迅速提高，且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在线学习成为大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大学生有限认知负荷与无限信息量之间的冲突加剧，网络碎片化知识会让其难以集中注意力，

产生“注意力失焦”，导致学习有效性下降。在对8名本科生开展基于扎根理论的深度访谈后，对访谈

内容进行三级编码，最终构建出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影响因素模型，内外部四个因素

共同影响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的注意力，网络以及现实因素为直接原因，学习资料因素为主要原因，

个人因素为根本原因。并提出提高大学生在线学习自我调控能力、提升网络学习资源质量、加强教师对

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指导的改进网络碎片化学习注意力失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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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mobile terminal penetration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since 2020,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a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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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Howeve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imited cognitive load and the unlimited amount of in-
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intensified, and the fragmented knowledge of the network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ncentrate, resulting in “attention loss”, resulting in a decline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fter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based on rooted theory for 8 un-
dergraduates, the interview content was encoded at three levels, and finally a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ttention loss in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fragmented learning was constructed, and fou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jointly affected the at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network fragmented 
learning, with network and reality factors as the direct causes, learning material factors as the main 
causes, and personal factors as the root causes. It also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self-regul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eachers’ guidance on online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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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移动互联网技术、自媒体手机软件的迅速发展使信息的可接触性大大增加，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巨

量网络碎片化信息资源，极大便利了高校学生的学习。加之受新冠疫情影响，在线学习早已成为大学生

学习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模式也由传统的集中教室学习向网络碎片化学习转变。认知心理学家哈

伯特·西蒙认为：“信息需要消耗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过量的信息将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李志昌，

1998；史佩瑶，2019)，大学生群体有限的认知负荷与无限的信息量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因而在网络碎片

化学习中，大学生会出现注意力失焦问题。 
注意力是一切活动的开始，并贯彻始终，并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注意力在网络碎片化

学习中将对学习效果产生更加突出的影响，表现为学习者受到与当前学习无关的信息干扰，导致学习持续

性减弱，学习满意度降低(冯晴，2017；何善亮，2017；胡姣等，2019)。探究大学生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

注意力失焦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才能更充分利用网络碎片化学习方式、提升大学生群体学业满意度(奚露

蕾，刘廷乾，2017)。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对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现象进行归因分析，通过

探究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现象出现的原因，提出提升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学习成效的对策。 
“碎片化”最初是一种社会转型描述，意指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指完整的东西被打碎之后

产生的一些零碎的片段，这些片段具有零散性、解构性、非线性等特点(朱晓敏，常海洋，2018)。作为一

种新型学习方式，碎片化学习开始于信息碎片化，衍生出事件碎片化、知识碎片化、空间碎片化、媒体碎

片化与关系碎片化等(祝智庭，2012)。张克永等(2015)将网络碎片化学习的概念界定为：学习者在日常中借

助任意媒体对网络信息进行随心、随时、随地片段式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一种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碎

片化内容的学习方式。王竹立(2016)通过学习类型的分类将碎片化学习定义为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碎

片化媒体、碎片化资源进行的一种日常的、无主体的、无计划的、具有一定随意性的非正式学习方式。 
通过文献分析，本研究认为：网络碎片化学习是一种学习者借助互联网及移动终端，利用碎片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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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搜集、浏览、存储、加工碎片化知识的学习方式。并将网络碎片化学习特征归纳为四点：1) 学习

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网络碎片化学习与系统学习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个性化、零散化、差异化，相应地，

学习时间很难固定，因而具有不确定性(马兰，谢媛，2021；王绍臻，江春如，2020)。2) 学习内容上的

不完整性。如今，在“互联网+”背景之下，人们对快餐式学习习以为常，大量的学习内容被切割为离散、

非线性、独立的碎片(马兰，谢媛，2021；王绍臻，江春如，2020)。3) 学习媒体工具的多样性(贾娟，2019；
Pierre-Antoine Cinquin, Pascal Guitton, & Hélène Sauzéon, 2019)。如今微博、微信、微视频等获取知识的媒

体平台迅猛发展，为网络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支持。4) 学习行为的间断性(周靖怡，何济玲，2021)。
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学习者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借助多种平台进行主动学习，自主安排学习行为，可以随时

开始随时中断学习行为。 
我国最早对注意力失焦的研究始于 2015 年，学者曹培杰对数字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进行对策研究及

原因分析，在这之后针对注意力失焦的研究包括小学课堂、中学课堂、高校课堂(王绍臻，江春如，2020；
肖潇，2019；杨娅岚等，2020)。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并蔓延，随之而来的是线上教学的普及化，

针对注意力失焦的研究拓展到了居家学习以及在线学习。注意力失焦是指学习者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

受到与学习无关因素的干扰或由于自身原因，无法专注在一件事上，注意力不自觉地被与学习无关的事

情干扰，从而停止学习的一种行为表现(张佳捷等，2021)。 
注意力失焦的影响因素，刘君玲等(2019)认为情感作为非认知因素，会影响学习者协作问题解决的注

意力、思维方式以及行为决策。有学者认为个体在积极情绪下有更大的注意范围，表现出更大的注意灵

活性(蒋军等，2011)。因为积极情绪可提升个体对与周围环境的兴趣，促使他们更积极地探索事物，并采

取灵活的认知加工策略。郭梅华和张灵聪(2009)调查发现，学习自控力能够显著影响注意力的稳定状态。

曹培杰(2015)经过对数字化学习中注意力行为的原因分析得出学习专注、自我监控和计划以及互联网娱乐

偏好是影响注意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在校大学生最为常见的网络碎片化学习为切入点，探析在校

大学生注意力失焦状况，梳理、归纳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影响因素，并给出应对策略。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及工具 

鉴于研究内容的情境性和敏感性特点，本研究选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期望更深入地阐释大学生在网

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行为产生的实际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由于新冠疫情

以及地域限制问题，以 1 对 1 腾讯会议远程视频方式进行。在访谈开始前向所有受访者介绍网络碎片化

学习、注意力失焦及其行为表现，目的在于确保受访者对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行为有相关认识，

可以据此回顾自己的相关经历，最终确保访谈真实有效。按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开展开放性提问，在受访

对象身心舒适的状态下开展访谈，受访者根据自己真实经历表达自己真实意愿，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30 分

钟。基于扎根理论的基本原则，借助质性分析工具 NVivo12 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 

2.2. 研究对象及样本 

本研究将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微博、超话、微信等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社交 APP 广泛招募潜在

受访者，并结合“滚雪球”方式，通过同伴介绍来接触受访者，以此建立平等的访谈关系。受访者经过

严格筛选，筛选标准为：必须有网络碎片化学习经历、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出现过注意力失焦。最终选

取不同类型高校的 8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并确保受访者自愿接受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受访者的

基本信息分布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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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surveyed 
表 1. 受访样本分布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1 年龄 
18~21 岁 6 75% 

22~25 岁 2 25% 

2 年级 

一年级 1 12.5% 

二年级 3 37.5% 

三年级 0 0 

四年级 4 50% 

3 专业 

工学 3 37.5% 

经济学 1 12.5% 

管理学 4 50% 

4 学校类型 
985/211 院校 1 12.5% 

普通院校 7 87.5% 

2.3. 研究过程 

访谈结束后，整理转录访谈笔记以及访谈录音，将访谈录音中与本次研究有关的内容逐字逐句整理

到 Word 中，最终获得访谈文本 8 份，共计 3.7 万多字。然后将数据导入 Nvivo12 软件，进行人工编码，

在此基础上进行归因分析。 

2.3.1. 预访谈 
正式访谈之前，从招募到的潜在受访者中挑选一位作为预访谈对象，以测试此次研究设计的访谈结

构，验证研究结构是否真正适用于预设研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分清计划要用的访谈技巧是支持研究

目的还是偏离了研究目的。根据预访谈中出现的问题，对访谈提纲进行相应修改与完善，用于正式访谈。 

2.3.2. 正式访谈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借助腾讯会议开展 1 对 1 远程视频。在访谈开始前向所有受访者介绍网络

碎片化学习、注意力失焦及其行为表现。 
访谈提纲设计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包括：“请尽可能详细描述下你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网络学习

的一个情境。”“在你提到的那个学习情境中，发生哪些让你不小心转换注意力，结束学习的事情？”

“麻烦你举两段注意力最集中以及注意力最不集中的网络碎片化学习经历。”“你认为其他同学在利用

网络进行碎片化学习时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吗？如果有，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在问及

影响因素的问题上，侧重从内外部两个维度补充提问。 
据访谈提纲与受访者深入交谈。既要求受访者对其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学习经历进行细

致描述，又据其回答进行适当追问与探寻，且访谈过程全程录音。 

2.3.3. 三级编码 
访谈结束后，对原始访谈资料转录、整理，再将访谈资料导入 NVivo12 软件进行自下而上的三级编码。 
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初步整理与分析，赋予原始语句概念类属。全面细致地分析整

理，尽可能使用访谈者原始语句作为概念归类基础。经过对原始资料的筛选与分析，最终获得 131 个概

念和 17 个范畴，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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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pen coding categorization process 
表 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过程 

范畴 概念 

生理因素 

中午没睡午觉下午就很困会走神 

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晨醒来就会打瞌睡 

早晨起的有点早就会犯困 

学着学着就到了疲惫期就不能定下心来了 

当时身体不舒服就不记得到底看了什么 

对内容是否感兴趣 

喜欢的科目就会多看看 

喜欢的东西就愿意多花时间来学习 

做喜欢的事情时不会被人打断会提前屏蔽 

在喜欢的事情上是很难走神的 

本能地抵触一个东西时、不得不学时就会走神 

会听一些感兴趣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做不进去 

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就很容易跑神 

最集中的都是看的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最想学习的时候都是最感兴趣的知识 

非常感兴趣 

学习动力欠缺 

压根不想干这个事情 

有时候就是不想学习，内心里没有想要学习的动力 

买的网课必须听但就是不想听，就很不集中 

对自己时间利用的态度，自己本身想不想投入 

个人心情、情绪及自己想做这件事的那种计划想法 

学校必须让我们看的凑学分的视频 

不受控无意识的走神 

漫不经心地在做这个事情 

在无聊间隙打开资讯看一下，但这时候并没有完全投入 

背单词背五六分钟思绪很自然地就飘走了 

脑子在想别的事情 

脑子里想一些别的东西，就学不进去了 

思想意识不自觉地去想想别的事情 

在学习的时候还在想着其他事情，无法集中 

还在顾虑另一个事情没有完成 

心里有事惦记着，就会走神 

心里想着游戏再过半个小时就开服了，就会非常不集中 

想着我的开题报告老师会怎样回复，看别的内容就看不进去 

排队等位背单词就老想着什么时候能排到我 

突然想到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小地方需要改进一下，有个算法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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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元认知控制能力 

自控力很关键 

是对还有就是恒心定力这种东西的一个综合的考量 

和恒心定力这种东西有关 

大多数人还是没有那么高的自控力 

真的想静下心来看点东西就得靠自己的毅力 

如果没有恒心毅力坚持下去的化，也是很受影响的 

他一切都是靠你自己的一个自觉 

实际当中就得看自己的自觉性强不强 

属于个人控制力不足吧？ 

如果我的意志力再坚定一点就不会被影响了 

就是要看自己的意志力，不轻易被其他事情妨碍 

对学习内容的看重程度 

和自己对自身目标的追求，这种渴望度有关吧 

近期目标……不得不要考试了，大家就会利用时间去突击 

为了考试准备的那种紧迫感 

考前急救班就很认真 

考前那种时间紧迫的那种感觉，就会有危机感，就会好好看 

考试那段时间，考试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学习都很认真 

面临考试的压力就会一直督促学习 

考试之前的碎片化学习注意力是最集中的 

这个东西的学习在我心里的重要程度 

如果我很看重一个东西的学习就会摒弃一切干扰的 

底妆对我很重要，我就想多看看，好好学学，修容不是很重要就没认真看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的学习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就轻易被喊去玩了 

只是把学这个当休息时间学的，并不是很重要，朋友找我聊天就去了 

当时学这个的时候并不是很看重这个视频 

潜意识里认为这段时间可以休息就会切到聊天里 

底妆很重要就想学好 

不是太重要的学习内容就会先去回复消息 

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内容就会更加认真一点 

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资讯会看的认真些 

学的这个内容在心里的地位并不是那么足 

未进入学习状态 

进入学习状态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 

一定会有一定的时间进行状态的转换 

没有转换好学习状态 

不良学习习惯 

不能专注的一种惯性导致的 

事情特别多的时候学东西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会养成那种习惯 

不能全身心投入的一种习惯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55


蔡宪娇 等 
 

 

DOI: 10.12677/ap.2022.126255 2147 心理学进展 
 

Continued 

内容难易程度 

讲的内容听不懂就不想听了 

视频编辑也挺难的，自己学不进去的时候就不看了，停止了 

有一方面是因为他讲的东西我听不懂吧 

修容太难了，学不太会就不想学了 

内容是否有实用价值 

看的内容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学习与生活中 

有所需才有所学 
科创需要用到一些电子元件的使用知识，但学校课程还没开始学，就先看一

些 b 站视频 
感觉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我就不太专注地去看了 

要认真、集中，首先得是对我有用的东西 

内容是否枯燥无味 
如果它很有趣的话，就会一直看下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习资料对我来说太枯燥 

网络游戏 

会忍不住玩游戏 

朋友喊我上号 

会想要玩游戏放松一下 

受其他软件吸引 

突然想看看淘宝买的东西到哪了 

想看一下我发的说说有没有人点赞 

单纯就想点一下手机各个软件 

本来要去 b 站学习，但会被首页上其他视频吸引去 

会被突然的微博推送消息给吸引走 

手机功能很多就会想玩玩其他的 

电话、社交软件消息打扰 

突然有消息有电话打进来 

别人突然发消息就干扰到了 

如果有人找我聊天我就切过去聊天了 

中途弹出朋友的消息或是学院发出的通知 

朋友跟我发消息聊天说事情 

朋友会找我聊天 

来了一个电话或者来了个短信来了条消息就打断了 

某个人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就会打断学习 

一旦去转到消息的页面思绪就会被打断，重新再看视频就得重新组织 

突然想到有人的消息没回 

班级群里的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会打断我的思路 

经常有学校部门里的消息打断我 

导员突然发消息通知班里人 

学校、部门里的事情要做 

部门突然有事情发消息需要我去处理 

学院突然通知有事情要去做 

晚上 12 点的时候就没人打扰你了，也不会出现工作的事情，就会比较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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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校、部门里的事情要做 

突然有部门里的工作要去做也推脱不掉 

在部门里任职太多，消息太忙了 

学校通知去跑操、体检 

导员有的时候会突然发消息上交资料 

现实中朋友影响 

被宿舍里爱玩的舍友打断 

身边的朋友跟我聊天说话 

同桌跟我说个别的事情就打断了 

屏蔽了手机消息后也会被现实中舍友打断 

坐在一起的人会来烦我 

11 点之后我看电子书的时候很少有人打扰到我了，因为舍友都在玩自己的 

室友地一些举动会打扰到，说了句有趣的话，会放下学习转头去听 

身边的同学学完了就喊着我一起去玩了 

两个人比着学学的就很认真 

人多、环境嘈杂 

在一个学习氛围浓厚的群体里学习效果好 

人比较多的地方，声音嘈杂 

人比较多的地方即便没有嘈杂的声音也会被别人稍微的干扰一下 

平板很大在人多的地方会觉得别人看得到我在看什么 

早上很早的时候路上没有人很安静就很顺利 

周围环境很嘈杂地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 

喜欢去安静的地方作者舒适干净的地方 

图书馆或者安静的地方会让我更容易集中 

坐公交车的时候会被来回上下车的人影响到 

街舞社休息的时候太嘈杂了我就看不进去 

 

其次，进行主轴式编码。开放式编码后得出的 17 个范畴是互相孤立的，因而需要关联各范畴。本研

究通过分析各范畴的内在关系，进行主轴式编码，共得到 7 个关系类别和 4 个核心类属，见表 3。 
 
Table 3. Spindle coding association category process 
表 3. 主轴式编码关联范畴过程 

核心类属 关系类别 影响关系的范畴 

个人因素 

学习投入程度 
是否感兴趣 

对学习内容的看重程度 

元认知能力 
不受控、无意识走神 

元认知控制能力 

个体状态、习惯问题 

生理因素 

学习动力 

未进入学习状态 

不良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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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习资料因素 学习内容性质 

内容难易程度 

内容是否有实用价值 

内容是否枯燥无味 

网络因素 网络影响 

网络游戏 

受其他软件吸引 

电话、社交软件消息打扰 

现实因素 
现实中人、事影响 

学校、部门里的事情要做 
受现实中朋友影响 

环境影响 人多、环境嘈杂 

 
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系统分析后选择出“核心类属”，核心类属处

在所有类属的中心地位，频繁出现在资料中的类属。经过分析 7 个轴心编码的关系类别后，得到 4 个核

心类属，个人因素、网络因素、现实因素以及学习资料因素，见表 3。基于 4 个核心类属和 7 个关系类

别，以及各范畴间的影响关系，构建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影响因素模型，见图 1。 
 

 
Figure 1. A factor influencing the loss of foc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nline fragmented learning 
图 1. 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注意力失焦影响因素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归因分析 

3.1.1. 网络及现实因素是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直接原因 
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发现，25%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会禁不住朋友邀请打游戏，“会忍不住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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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喊我上号”；受其他软件吸引这一方面，75%受访大学生表示会在碎片化学习中“突然想看看淘

宝买的东西到哪了”“想看下发的说说有没有人点赞”“单纯想点一下手机各个软件”等；8 名受访大

学生都表示自己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会受电话、社交软件消息打扰而出现注意力失焦问题，“别人突然

发信息就干扰到了”“如果有人找我聊天我就切过去了”等。网络游戏的诱惑、其他软件的吸引以及社

交软件消息的打扰都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的学习质量，学习者极易受互联网诱惑而暂停或

中断学习。 
7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经常被学校、部门里临时通知的事情打断，“部门

突然有事情需要我去处理”“突然有部门里的工作要去做也推脱不掉”等；受现实中身边朋友影响主要

是指一起学习的朋友干扰或是在宿舍学习中受室友的影响，87.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会在学习时受身边人

干扰，“被宿舍里爱玩的室友打断”“室友的一些举动会打扰到，说了句有趣的话，会放下学习转头去

听”等；8 名受访者均表示在安静环境中学习会减少失焦的可能性，更加投入在学习内容中，而环境嘈

杂以及人比较多的环境下，非常难以集中注意力，“人比较多的地方即便没有嘈杂的声音也会被别人稍

微的干扰一下”“坐公交车的时候会被来回上下车的人影响到”。这表明，受网络碎片化学习本身学习

时间不确定性、学习内容不完整性等特点的影响，大学生在进行网络碎片化学习时极易受现实中人、事

以及环境的影响，产生注意力失焦问题。 

3.1.2. 学习资料因素是出现注意力失焦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发现，学习资料的难易程度、实用性、趣味性会影响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

的兴趣、积极性及主动性，并继而影响学习的持续性。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出现

注意力失焦，有时是因为学习内容难度太大，理解起来困难，“讲的内容听不懂就不想听了”“视频编

辑也挺难的，自己学不进去的时候就不看了”；2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所看内容枯燥无味，就很易出

现注意力失焦，“我看不进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习资料对我来说太枯燥了”；62.5%的受访者称自己

出现注意力失焦也与所看内容没有实用价值有关，“有所需才有所学”“感觉没什么用处，没有实用价

值的知识我就不太专注地去看了”。与正式学习的知识不同，碎片化学习的知识间是零散的，网络学习

资料在呈现时如果过于冗杂、凌乱，枯燥无味且体系结构混乱，都会无形中加重学习者的学习负担，最

终导致学习缺乏思考。另外，由于网络碎片化学习承载体为网络媒体，因而学习软件的流畅性与界面的

舒适性都会对学习者的学习专注度产生隐性影响。 

3.1.3. 个人因素是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注意力失焦的根本原因 
分析原始资料后得出，大学生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出现注意力失焦问题根本在于学习者自身。在学

习投入上，所有受访大学生都表示针对感兴趣的、自己认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就不会或较少会出现注意力

失焦，“做喜欢的事情时不会被人打断会提前屏蔽掉”“看的内容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就很容易跑神”“当

时学的时候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内容就很容易被其他吸引”等。在元认知能力这方面，75%的受访大学生

表示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会经常出现不受控无意识地走神，“背单词背五六分钟思绪很自然地飘走了”

“思想意识不自觉地去想别的事情”等；62.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出现注意力失焦与个人自控力、恒

心定力以及意志力等元认知控制能力有关，“如果我的意志力再坚定一点就不会被影响了”等。在个人

状态习惯问题上，37.5%受访大学生回忆自己出现注意力失焦是由于犯困、疲劳；62.5%受访大学生表示

自己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出现注意力失焦是由于自己缺乏学习动力，“压根不想干这个事情”“有时候

就是不想看、不想学”；25%受访者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全身心投入是由于进入学习状态需要一定缓冲时

间，而网络碎片化学习时间一般较短，所以效果并不好；另外，25%受访大学生强调自己出现注意力失

焦是由于自己长期养成的不能全身心投入学习的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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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原因模型 

从编码结果及图 1 可知，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学习资料

因素、网络因素以及现实因素。 

3.2.1. 个人因素 
多数受访者强调，个人因素是引发他们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内在主要因素，集中表现在

学习投入程度、元认知能力以及个人状态习惯问题三个方面。 
在学习投入程度方面，人对感兴趣、认为重要的事物表现出极强积极性，并产生某种积极情绪体验，

相反，人们对不感兴趣、认为不重要的事物表现出较大消极性，产生某种消极情绪体验。大学生在进行

网络碎片化学习时，兴趣以及对学习内容的看重程度往往是驱使学习行为的首要动机。全部受访者表示

通常会更加关注与自己兴趣相投的学习内容，而对自己兴趣范围之外的内容提不起精神，极易出现厌倦、

疲惫的学习状态，并快速结束学习。学习者面对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学习内容时，他们很难从学习活动中

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学习往往就因此变为一门“苦差事”，因此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大幅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意志力也会相应减弱，很难将意志力集中在学习内容上，一旦出现其他干扰性的无关信息，

注意力就难以集中并很难恢复。在元认知能力方面，元认知本质上是对认知的认知，是个体对自己认知

过程的自我觉察、自我反省、自我评价与自我调节，对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元认知能力不足的大学生

在进行网络碎片化学习时，不能很好地进行管理、监控和调节网络碎片化学习过程，很容易就出现注意

力控制能力减弱的情况，进而导致注意力失焦。在个人状态习惯问题方面，犯困、疲倦等生理因素会影

响大学生在网络碎片化学习中的注意力集中情况，但究其本质还是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学习动力不足。

大学生大多是受学校、家庭、他人等外部压力而产生学习行为，这种网络碎片化学习往往是被迫开展的，

进而缺乏学习热情与动力，在学习过程中极易发生注意力涣散、转移以及失焦的情况。存在“进入学习

状态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问题的大学生本质上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包括：按计划学习；专

时专用、讲求效益；自学；合理把握学习过程等。即便是网络碎片化学习，学生也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学

习计划，并按计划执行，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但切记不可放弃。而大学生群体由于经过学习

压力较大的高中阶段，对学习往往会产生严重的懈怠感，学习缺乏计划性、专时专用性、效益性。长期

保持不良学习习惯，大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就难以集中，不论是在系统性学习还是在碎片化学习中，都很

难保持专注。 

3.2.2. 学习资料因素 
学习资料对于大学生学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内容难易程度、内容是否有实用价值以及内容是否

枯燥无味三个方面。网络碎片化学习内容质量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情绪及兴趣，进而诱发大学生出现注

意力失焦。资源内容质量太低、难度太大、枯燥乏味等都会引起学习者的消极学习情绪，降低学习兴趣。 

3.2.3. 网络因素 
互联网是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的途径与平台，但在学习过程中，大学生也面临着互联网的诸多诱

惑，势必会对注意力产生消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因素是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出现注意力失

焦的主要因素，表现在网络游戏影响、受其他软件吸引以及电话社交软件消息打扰三个方面。无线网络

以及手机、平板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虽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方便了自主学习，但

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诱惑。移动终端 App 越来越丰富，各类资源越来越畅通，这都为进行网络碎片化学

习的大学生造成极强的吸引，他们很难像在传统课堂中学习那样保持长久的学习与思考，注意力会轻易

被其他 App、其他资源吸引走，进而中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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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现实因素 
现实因素主要体现在学校、部门里的事情要做、受身边朋友影响以及环境影响三个方面。其中，学

习氛围、环境嘈杂程度是造成网络碎片化学习中大学生注意力失焦的主要因素。网络碎片化学习基本特

征包括物理学习环境多变，这也易导致学习过程中注意力中断。网络碎片化学习由于其学习空间、时间

的多样性，学习者也极易在场景、时间的转换中丢失部分注意力，并且很多情况下学习的外在环境并不

是非常安静的。另外，大学校园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学生部门、学生团体，这些部门、团体乃至各个学

院都经常会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往往会与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时间相冲突，进而诱发注意力失焦。 

4. 研究结论 

4.1.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分析真实访谈资料，探讨了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原因。研究发现，内

外部四个因素共同影响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的注意力，网络以及现实因素为直接原因，学习资料因

素是主要原因，而个人因素则是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注意力失焦的根本原因。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对

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中提高注意力以及优化学习效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大学生在线学习的自我调控能力。网络碎片化学习不同于系统学习，是一种学习程度较

浅且非强制性的学习，因此更需要学生自己的主动性以及自我调节与监控能力，而大多数大学生在网络

碎片化学习中的自我调节与监控能力较差，因而经常出现注意力失焦。要提高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的

学习效果，根本在于提高大学生在线学习时的自我调控能力。增强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看重程度，改善不

良的学习习惯，调整学习状态，提升元认知控制能力。 
第二，提升网络学习资源的质量及趣味性。从网络碎片化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开发着眼，首先要增强

知识间的内部逻辑，增强知识的连贯性与可得性，在此基础上增加知识的趣味性与可理解性，以生动有

趣的形式将知识呈现出来，可以内嵌各种互动、问答环节。其次要优化依托软件或平台的流畅性，使得

资源顺畅且清晰地呈现。最后要尽可能将资源进行压缩简化，便于观看者记忆理解。 
第三，高校教师加强在线学习的指导与帮助。教师对于增强大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时的注意力也有

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可以给予学生一定的引导与帮助，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学生在学习时的注意

力水平，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果。一方面教师可以在日常教学中适当布置网络碎片化学习任务，提高学

生网络碎片化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教师传授一些学习策略以及学习方法，提升学生网络碎片化学习效果。 

4.2.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对大学生群体的抽样分类不够细致，受访者数量较少，难以保证节点完全饱和。未来可进一

步细化大学生群体的抽样分类，尽可能增加受访者数量，以确保节点完全饱和。且之后对于大学生网络

碎片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问题的研究可进行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或将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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