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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愈加重要，碎片化学习方式也越来越普遍。在理工科大学生

的学习过程中，碎片化方式的侵入对思维方式、学习习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章探讨了碎片化学习

对理工科的影响，并试图提供相关对策，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碎片化学习方式的长处，引导学生规避

其弊端，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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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new medi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people’s 
lives. Fragmented reading and learning predominates among young peopl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invasion of fragmentation leading has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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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ragmented reading 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tries to provid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fragmented reading,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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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发展，数字化阅读方式呈现迅速上升趋势。2018 年，我国成年

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6.2%，较 2017
年的 73.0%上升了 3.2 个百分点[1]，已成为最重要的阅读形式之一，不但丰富了阅读体验，还有即时性、

便捷性，极大地改善了人们获取信息(知识)的便利程度[2]。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碎片化”。 
在数字化阅读的成年人群中，19~29 岁人群相对占比较多，为 32.8%，大学生是其中的主力军[1]。

国内外对大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如《新时代上海大学生阅读报告(2018)》指出，84.3%
的大学生将手机阅读作为最主要的阅读方式；李亭松的调查数据显示，74.32%的大学生认为碎片化阅读

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体现出碎片化阅读得到大学生们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大学生群体成为日益壮大的

“低头族”[3]。且该阅读方式延伸到课堂，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

碎片化阅读、学习方式虽然获得了众多大学生的青睐，但其存在的隐患却不容忽视。 

2. 碎片化阅读与学习方式的特点 

2.1. 内容碎片化 

体现在阅读内容往往短小精悍、零乱细碎、不成体系。时间空间碎片化，体现在阅读时间短、不连

续，时长在 3~5 分钟至一二十分钟之间，可以使茶余饭后、候车乘车，甚至某活动间隙[4]； 

2.2. 思维跳跃化 

由于集中力受到破坏，导致学习思维常处于跳跃状态，学习者面对庞大的资源库，信息资源频繁交

互，导致注意程度降低，体现为注意力的碎片化和思维跳跃化[1] [2] [5]。一部分学生自我监控能力较差，

学习过程中容易被外界环境影响，导致不能长时间将注意力维持在学习上，学习效果大打折扣[4]。 

2.3. 阅读逻辑浅层化 

与传统阅读强调连贯与衔接不同，碎片化阅读方式大多忽略其品质，取材缺少内在逻辑，属于表层

阅读、浅尝辄止；这种走马观花的所谓“学习”缺乏深入思考，对只是的认识停留在表面状态，知识间

无法形成内在的逻辑联系[6]。 

2.4. 思考停滞化 

在碎片化学习的时候，大部分学生只是简略浏览，尤其对于晦涩难懂、逻辑性强的学习内容，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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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耐心仔细的分析、思考，相反选择一种“逃避”的方式对待。大多数的阅读内容停留在短阅读和图

片浏览等浅阅读层面，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质量难以保证，长期大量的快速碎片化学习导致受众不愿意花

更多时间和精力对信息进行结构化梳理和分类，碎片化学习的浅表性蔓延易造成社会思考力的下降[4] 
[7]。 

虽然碎片化学习有助于学习者利用零散的、不连续的时间间隙，依靠互联网获得海量的信息，但缺

少了筛选、思考、分析的信息源呈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乱象，并不能依靠碎片化的阅读获得较

深入的信息。对理工科的学生而言，这个问题更加需要反思。 

3. 新媒体碎片化学习方式对理工类课程学习的影响 

理工科是一个广大的领域，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天文、数学及前面六大类的各种运用与

组合的科目，它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和科技的统称，包括理科和工科。理工科大学生培养不仅承担着培

养基础研究、工程技术、工程和科技管理方面人才的重任，也是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学科、

综合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的源泉和依托[8]。理工类的知识更加强调逻辑性，知识的获取与内需要学习者

独立思考，知识之间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碎片化的学习与这类知识的获取对学习者的素养和学习方式

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异，对学生的思维习惯和知识获取有多方面影响。 

3.1. 正面影响 

3.1.1. 时空灵活性 
碎片化学习借助各种移动终端，不受时间、空间、时长甚至所处活动的限制，学生可以利用课间、

睡前、乘车、走路、用餐等时间进行学习，对环境挑剔度低，原本碎片化的、无法利用的时间能够得到

部分利用，增加了学习时长[9]。 

3.1.2. 信息便捷性 
碎片化的信息资源有助于丰富知识网络，为原本存在漏洞的微环节提供了“补丁”。比如，传统学

习过程中存在某一知识空白点，通过信息技术获取该知识点的碎片化解读，有助于学生完善知识网络，

增强对知识的理解。 

3.1.3. 内容精细化 
碎片化学习将知识内容分解为精细的知识点，知识的学习从整体向部分转化，时间简短和内容的细

小完美结合使教与学更加简单方便。由于学习内容简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简短微小的知识内容不

会产生烦躁拖拉、拖延学习的现象，在注意力还未消散前便可完成学习，更有助于知识的吸收和学习效

率的提升，且在学习完成后进行回顾也较方便[9]。 

3.2. 负面影响 

3.2.1. 不连续的学习时间导致思考的中断 
科研工作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共识。系统性分析需要对多方面知识、资料的

整合和思考，碎片化的时间里，思考过程被频繁打断，导致该过程无法深入进行。理工类的学生处于知

识积累过程，思维过程的被打断对整体学习效果的伤害是巨大的。大多数的知识点无法用一个碎片的时

间学完，零散的学习片段再重新“焊接”起来，需要花费比碎片的学习更多的精力。 

3.2.2. 浅层思考与注意力的破坏 
比“学习未完成”更重要的是，对思维习惯、专注力的破坏更加难以修复。我们在茶余饭后、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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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甚至走路的时间，看上去是进行了时间的充分利用，争分多秒的学习。而这些时间内，我们无法

专注于学习，因为还需要分心注意到交通安全、是否到站、电子设备消息提醒等其他信息，并无全身心

投入。在信息刷屏的环境下，碎片化学习需要学习者具备很强的自控能力，尤其是进行非正式学习时很

容易被各种娱乐、热点等信息吸引注意力。长此以往，学习者习惯了一心二用，难以沉浸在某个主题的

思考中，造成浅层学习，对学习习惯又更深层次的破坏。 
周梦茜等对电视在儿童注意力发展中的影响研究表明：“电视把时间变成感性的碎片， 通过大量短

暂的片断、快速的动作、镜头的切换等方式呈现大量信息，使儿童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之中，来不及加工

思考，更无法整合信息，从而会破坏儿童集中注意的能力。另外，每一个变化中的屏幕都需要大脑重新

调整 它的接收功能并且改变应对的步骤，使大脑被强迫在短时间内持续调节以适应新的变化。久而久之，

大脑变得麻木，儿童的注意能力下降，思维难以集中，缺乏耐心和意志力”[10]。大学生课堂上时不时按

开手机看一眼，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最直观的体现。 
理工类课程需要学习者能够调动已有知识、深入思考、不分心，这恰好是碎片化学习方式的反面，

长此以往，学习自然事倍功半，进而导致对学习丧失兴趣。 

3.2.3. 碎片化信息传递与接受过程的差异 
理工类课程学习的过程使学习者头脑思维的过程，针对同一个科学或工程问题，理解的速度、产生

学习困难的节点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碎片化的资源传递给学习者的呈现的量大、快速、无筛选性，使得

“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匹配存在差异。“量大、快速性”使得阅读者短期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对信

息的筛选、处理就成为获取知识的关键。而无筛选性恰恰加剧了学习者的负担：让初学者从大量信息中

获取需要的、恰当的信息，是不符合学习的规律的。 

4. 碎片化学习在理工科学习过程中的合理利用 

4.1. 合理设置新媒体碎片化学习任务 

合理设置学生需要线上学习、答题等任务，避免形而上学、为线上而线上，人为制造碎片化学习环

境。避免不合理碎片化，避免人为的将系统性的思考过程打乱、打散。 
如线上学习的视频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点，学生带着明确的目的参与该学习过程，紧随着学习过程能

够明确的可以解决某类问题，实现学以致用，同时明确该知识点在整体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暖通空调系统中的管网设计为例。通常，暖通空调系统中的冷冻水系统为枝状管网，管网的水力

计算采用经济比摩阻法，学生应整体掌握该方法的设计逻辑，在此基础上，计应具备一定的流体力学知

识，如沿程阻力、局部阻力、水泵的扬程与流量等。我们不能将经济比摩阻法的整个分析方法分成若干

个小段落，这样会导致学生无法理解设计计算全过程。但可以将沿程阻力的含义、沿程阻力的计算方法、

局部阻力的计算方法等分解为学习片段，供不理解的同学学习，同时强调该片段在经济比摩阻法计算整

体中的位置和价值，以便该知识融入整个计算体系。 

4.2. 培养自主学习、自控能力 

网络是一个信息的大熔炉，并无偏向性的影响。大数据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提供给学习者的信息是个

性化的、具有深度跟随性的，网络推送给我们的信息通常是我们经常浏览的领域。因此，学生的阅读习

惯如果集中在娱乐领域，则充斥其生活的娱乐资讯将会偏多；如果集中于时事，则会第一时间获取时事

资讯。因此，引导学生获得对自身学习、发展更有利的信息，使其第一时间获得有利于学习的信息资源，

可以潜移默化的促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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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能力也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能力。互联网的资讯纷繁复杂，在其中筛选目标信息、摒弃干扰，

是学生的重点必修课，要能扛得住各种“标题党”的诱惑，忍得住“就点开看一眼”的冲动，耐得住“有

没有人找我”的寂寞，培养学习目标的专注度，才能降低碎片化带来的思维负面影响，充分发挥信息技

术为学习提供的便利，提升学习效果。 

4.3. 知识的重新整合、网络化 

碎片化的学习方式将整体、系统的知识零散化，若缺少了重新组合的过程，就像砌墙用的砖，简单

堆叠，哪怕数量够多，也无法形成摩天大楼。因此，一定不能减少知识重新组网的过程，将知识脉络重

新梳理，获取的知识有效嵌入知识脉络，实现“砖”的有效粘合，建成知识的“摩天大楼”。 

5. 总结 

理工类课程关系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新一代理工科大学生的学习情况、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国家

的未来发展。在理工科大学生中进行新媒体、碎片化学习影响的研究意义深远。我们无法摆脱互联网时

代的烙印，但如何优化利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尽可能降低其不利影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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