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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互联网+”混合学习环境下，调查医学院校护理学院大学生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线上深度学

习的现状，并分析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的影响因素，以提高在线学习的主动性和效率，为各大高校更高质

量的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省3所医学院校护理学院的参与混

合式教学的358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应用大学生深度学习量表调查大学生线上学习现状及影响因素。

结果：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动机维度得分(13.23 ± 3.48)分、学习投入维度得分(18.94 ± 4.99)分、学习

策略维度得分(17.67 ± 3.72)分、学习结果维度得分(20.82 ± 5.03)分，均处于中上水平。自律性差，不
能进行较好的自我管理、线上平台课程及相关资料不足、学习平台对网络环境要求较高是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应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动机、增加学习投入、提高学习策略。应采取轮流负责进行学

习督促，以提高个体自律性；建设高质量线上课程及学习资源库满足学习需求；优化网络学习化境和硬

件设备，整合优质的在线教育资源和管理平台；健全在线教育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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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Under the Internet plus deep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status quo of deep learning of 
nursing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s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online learning are analyzed to improve the initiative and efficiency of online 
learning, and provide basis for developing mixed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Method: 358 colle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ixed teaching in three medical colleges in a province were se-
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learn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deep learning 
scale. Result: The scores of online deep learning motivation dimension, learning engagement di-
mension, learning strategy dimension and learning result dimension were (13.23 ± 3.48), (18.94 ± 
4.99), (17.67 ± 3.72) and (20.82 ± 5.03), respectively. Poor self-discipline, poor self-management, 
lack of online platform cours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and high requirements of learning platform 
for network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Conclusion: We should further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deep learning motivation, increase learning investment and improve 
learning strategies. We should take turns to be responsible for learning supervision, so as to im-
prove individual self-discipline; build high-quality online course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to meet 
learning needs; optimize the network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rdware equipment, integrate 
high-quality online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on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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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和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在线教育极大地迎合了现代社会

快节奏的学习模式，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让在线教育行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迎来该行业加速发展

的黄金时期[1]。目前，在线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知识传授途径。在线学习是以信

息技术为基础，以新课改思想为核心，以教师选择学习内容为手段，以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习效率为目

标[2]。深度学习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批判性地学习新的知识，将新的知识与原有的认知结构相融

合，而且能够在新旧之间进行联系，将原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认知结构中，并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

[3]。在线教育是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与学互动的新型教育方式，是教育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以网络为介质的新型教育形态，创新了教育的组织模式、教学模式、服务模式，构建了数

字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1]。教育过程中，大学生通过创造、体验、实践等形式作用于学习材料来获取

学习经验，从而使自己在认知、情感、动作技能方面达到相应的深度水平的学习过程与状态[4]。然而，学

生享受线上学习便捷与高效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学习习惯从课堂转入在线的过渡冲击期，身心均面临着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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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5]。本研究拟对某省多所医学院校护理学院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状进行调查，探讨其影响因素及应

对策略，以期为提高大学生线上学习质量、高校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供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分层整群抽取某省多所医学院校护理学院 358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将各个学校的学生按照年级进行分层，以大一、大二、大三样本量约为 1:3:5 的比例整群抽取样本，经过

对一般资料进行整理，得到大一学生 37 名，大二学生 114 名，大三学生 188 名，其中男生 84 名，女生

274 名，本科生 351 名，专科生 7 名。 

2.2. 研究方法 

应用李玉斌[6]等编制的大学生深度学习量表调查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状及影响因素。问卷包括两

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大学生的基本信息资料调查表。第二部分是深度学习问卷。该问卷内容包括 36 个

测量项目，涉及深度学习动机、深度学习投入、深度学习策略和深度学习结果等四个维度。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71，CFA 拟合指标良好。量表采用五分计分方式[6]，即完全符合 5 分，比较

符合 4 分，不确定 3 分，不太符合 2 分，完全不符合 1 分。 

2.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1.0 进行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采用统计描述分析大学生的一般人口学资料、深度

学习现状( X S± )、影响因素(构成比)；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深度学习现状。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两组组间资料比较，若服从正态分布、且方差齐者采用 t 检验；多组

组件均数比较，若服从正态分布、且方差齐者采用 F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基于秩次的非参数检

验。两人核对数据，并录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3. 结果 

1) 护生一般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基本信息采集，一般资料按照性别、学历、年级进行分类，各类

别的小样本量及其构成比，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表 1. 一般资料 

项目 类别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84 23.36 

 女 274 76.54 

学历 本科 351 98.04 

 专科 7 1.96 

年级 大一 37 10.34 

 大二 114 31.84 

 大三 188 52.51 

 大四 11 3.07 

 大五 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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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理学院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况：通过研究对象填写的问卷结果，从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学

习策略、学习结果四个维度对护理学院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况进行整理分析，结果见表 2。 
 
Table 2. Surve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in-depth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况调查 

项目 理论最高分 得分( X S± ) 

学习动机维度 20 (13.23 ± 3.48) 

学习投入维度 30 (18.94 ± 4.99) 

学习策略维度 25 (17.67 ± 3.72) 

学习结果维度 30 (20.82 ± 5.03) 

合计 105 (70.67 ± 15.62) 

 

3) 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护理学院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状：在问卷调查得分中，除了对上述 4 个

维度进行结果分析，还从性别和年级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online deep learning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表 3. 不同性别及年级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结果比较 

项目  N (%) 总得分( X S± ) t/F 值 P 值 

性别 男 84 (23.36) (66.54 ± 16.43) T = −2.816 0.005 

 女 274 (76.54) (71.95 ± 15.15)   

年级 大一 37 (10.34) (74.11 ± 16.62) F = 2.240 0.064 

 大二 114 (31.84) (71.68 ± 13.65)   

 大三 188 (52.51) (70.30 ± 15.85)   

 大四及以上 19 (5.31) (61.58 ± 19.60)   

 

4) 护理学院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影响因素：对研究对象进行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匿名填写确保结

果真实性，从个体自律性、学习平台课程及资料、网络环境、同学交流、与学分是否挂钩及教师讲课风

格等 7 各方面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及构成，见表 4。 
 
Table 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deep learning 
表 4. 线上深度学习影响因素 

项目 例数(n) 构成比(%) 

自律性差，不能进行较好的自我管理 260 72.63 

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及相关资料不足，不足以辅助学习 224 62.57 

学习平台对网络环境要求较高，网络无法满足需求 205 57.26 

缺乏同学交流 196 54.75 

学习内容是否影响学分 166 46.37 

老师讲课风格无吸引力 118 32.96 

其他 8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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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现状分析 

动机是学习的中心因素，是一种假定的内在力量，它刺激一种行动，决定学习方向，影响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7]。深度学习是一个从动机支配开始，学习者经历信息理解、整合、反思、应用，

最终提升高阶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过程。本研究从学习动机维度、学习投入维度、学习策略维度、

学习结果维度四个维度探讨了深度学习现状。研究发现学习动机维度理论最高得分 20 分，均分为(13.23 ± 
3.48)分，处于中等水平，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能力越弱，对学习环境的适应、学习时间的管理和任务

完成情况的自我监控就越差，对形成“批判性思维、创新创业、解决问题、深度多媒体交流，特别是高

效知识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8]的影响就越大。结果提示应通过采取措施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以提高学习成绩。学习投入维度理论最高分为 30 分，均分为(18.94 ± 4.99)分，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应通过锻炼学生的专注力以提高投入程度。学习策略维度理论最高得分为 25 分，均分

(17.67 ± 3.72)分，处于中上水平，应通过对学习进行规划，有计划地学习，提高效率。 
通过不同性别的比较，女生的得分较男生偏高，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女生在学习动机、

投入程度、方法策略上更注重有关系，具体因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分析。通过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比

较，大一生(74.11 ± 16.62)分，大二生(71.68 ± 13.65)分，大三生(70.30 ± 15.85)分，大四及以上(61.58 ± 19.60)
分。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研究发现年级越高，得分较低，根据数据显示，大一学习动机均值

(14.03 ± 3.52)分，大二学习动机均值(13.28 ± 2.90)分，大三学习动机均值(13.26 ± 3.59)分，大四及以上学

习动机均值(11.16 ± 4.78)分，年级越高，学习动机越弱，与学生详细了解学校奖惩方面的相关信息，对

于成绩不达标的学生调动性减弱有关，可以通过适当的给予学分奖励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设置奖项进行激

励，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大一学习投入程度得分(20.65 ± 4.95)分，大二学习投入程度得分(19.37 ± 4.21)
分，大三学习投入程度得分(18.61 ± 5.20)分，大四及以上学习投入程度得分(16.32 ± 6.03)分，年级越高，

对于线上学习投入程度反而下降，与越来越多的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至于在学习上不能像低年级时全

身心投入学习[9]。通过交流建议，进行经验分享，充分的计划好线上学习、线下学习及实践活动的时间，

避免盲目地参加活动，做到课内课外全面兼顾。 

4.2. 线上深度学习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线上学习缺乏实时的监控和明确的任务，加上数字产品的快速应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学生的

注意力[10]。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学生意志力的不足会严重影响学习效果[11]。调查发现，有 72.63%的学

生因自律性差不能进行高效率的学习。个体自律性是影响线上学习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学习自律性与个

体意志力、学习策略等有关，而线上学习的效果跟个体的自律性呈正相关[12]，自律性差，无法进行良好

的自我管理，线上学习效果不良。如学生在线学习时常常会出现新闻、娱乐、游戏等干扰因素，学生还

可能使用 QQ、微信等工具聊天，进而打断学习计划[13]。通过实行责任人轮转的方式完成课堂任务来调

动线上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需要教师改变常规教学模式，注重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自己线上学习的主人翁地位，从而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自主性[14]。 
约有 62.57%的学生认为学习平台的课程及相关资料不足，无法辅助学习。付卫东等人的一项研究调

查发现，不少老师对于网络平台中的资源利用较少，运用办公软件制作教学课件、录制视频和编辑教学

文档的操作和应用不灵活，从而导致实时获取的线上学习资源缺乏[1]。这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学

校要提供优质的在线教育资源，在开发在线教育资源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阶段、个性、学习习惯和

认知能力等特征，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制订不同的开发计划做好在线教育资源的整合、梳理和遴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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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遴选和推荐适合学生的优质资源，切实减轻学校收集、整合资源的负担，不提倡推荐不成体系的、

没有合法出处的资源，避免网络迷航[1]。 
学习者是中心，教学者是关键，课程资源是核心，而平台和环境是基础，五位一体，共同构成在线

教育系统[1]。约有 57.26%的学生线上深度学习时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网络学习环境对于学习效果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若学习者在线学习过程中对学习平台感到具有良好的认知有用性，则其学习满意度和

学习成绩都会比较高[15]。学习平台的易用性、稳定性和认知有用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网络学习的成

效[15]。学校通过提高学习平台的配置，建立专门网络环境维护小组，及时进行学习软件的更新和修复，

以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使学生在在线学习过程中及时得到最便捷的服务。 
学习者、教学者和网络课程共同处于一个虚拟的网络学习环境，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教学

者和网络课程之间将发生多种形式的交互，从而产生与传统教学不同的学习活动和教学行为[15]。约有

54.75%的学生存在交流问题。缺乏交流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老师不仅是在线学习互动的主持人和意见

领袖，也是在线学习互动的辅助者，通过增加在线互动时间，让同学交流想法和观点，避免重复的他人

的想法，从而促进学生独立思考，有助于其批判性思维的养成[16]。课程与学分有无关系也是主要影响因

素之一，约有 46.37%的学生存在这个现象，学校通过采用奖惩措施，基于学分，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调动学生线上深度学习的热情。 
综上，应进一步加强对护生线上深度学习影响因素的干预研究，以提高护理学院学生学习动机，增

强学习投入程度，为高质量的线上深度学习建立基石[17]。 

5. 结论 

应进一步增强护理学院大学生线上深度学习动机，增加学习投入，提高学习策略。应采取轮流负责

进行学习督促，提高自我效能感，制定学习策略，以提高个体自律性；建设高质量线上课程及学习资源

库以满足学习需求；优化网络学习化境和硬件设备，整合优质的在线教育资源和管理平台；健全在线教

育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应对策略[1]。 
本研究调查对象来源仅局限于某省，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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