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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conomic era of speed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data expansion, people must 
learn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by further in-depth study.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and develops at 
a high speed. Since Coursera entered China in 2013, its influence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s a 
new cloud-based online platform, domestic research about Coursera is relatively less. Mooc (Mass 
open online courses) is often the main body of research in the world, while Mooc is composed of 
Coursera, Udacity, edX.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three is mostly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ursera user groups. In this paper, we start from the actual use of 
Coursera, use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path differences of Chinese Coursera,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use of Course-
r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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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资讯高速传播、数据膨胀的新经济时代，人们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以适

应新时代的发展。线上学习平台应运而生并高速发展起来。自2013年Coursera进入中国，其影响力逐

年增加。Coursera作为新生的云端在线平台，国内对于其研究相对较少，国际对其研究往往以Mooc 
(Mass open online courses)为主体，而Mooc由Coursera、Udacity、edX三者组成，目前对于三者的研

究多为理论研究，缺少对Coursera用户群体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从Coursera的实际使用人群出发，运用

主成分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Coursera用户使用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差异进行分析，探究Coursera用户使

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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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2 年 Daphne Koller 和 Andrew Ng 创立 Coursera 到 2015 年六月底，Coursera 全球已经由最初

12 所大学的 124 门课程增长到现在的 122 所大学的 1042 门课程，其使用者总数已经超越了一千三百万，

其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可想而知。 
而 Coursera 进入中国是在开办一年后的 2013 年 10 月，其对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冲击是巨大的。然而

由于 Coursera 并非先天为国人所设计，国人在使用中依然存在诸如语言不通，课程设计多为西方体系没有

条理性，没有过多考虑学生的差异性等问题。不仅如此，不考虑中国要素，其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急需解

决[1]。而这些问题则可能导致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理想，而使用者很可能不能获得良

好的体验，进而减少使用者对 Coursera 的再次使用。研究者考虑到 Coursera 为新生的云端在线平台，国内

对于其研究相对较少，而国际对其研究往往以Mooc (Mass open online courses)为主体，但Mooc由Coursera、
Udacity、edX 三者组成，且目前对于三者的研究多为理论研究，忽视了对于 Coursera 用户群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从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人群出发，参考前人相关研究，运用科技接受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多种先

进统计技术对中国的 Coursera 用户接受程度与其相关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及路径的差异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分

析。目的在于寻找可能存在于 Coursera 用户使用中的一些问题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2. 相关理论介绍 

2.1. 科技接受模型 

科技接受模型(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由 Davis [2] (1986)首先提出的。之后，

Davis 以行为科学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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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逐渐发展该模型，最终于 1989 年提出完整的科技接受模型。该模型旨在分析一个新生的科学技术

是否会被一个特定的团体或组织所接受。该模型的具体组成如下(图 1)。 
该模型包含六个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 Lv)，即在外部变量(External Variables)，认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U)，认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E)，使用态度(Attitude Toward Using, A)，使

用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 Use, BI)和实际使用(Actual System Use)等六个潜在变量。 
在科技接受模型(图 1)中，行为意识(Behavioral Intention, BI)和使用态度(Attitude Toward Using, A)，

实际使用(Actual System Use)为 Davis (1989)根据理性行为理论(TRA)所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认为[1] (见
图 2)，行为意识(BI)会受到态度(A)和主观行为规范(Subjective Norm)的影响，而行为意识(BI)会影响个人

行为(Behavior)。 
Davis 等人又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PB) (见图 3)，将行为控制知觉(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Figure 1.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Davis, et al., 1989) 
图 1. 技术接受模型(TAM 戴维斯，et al., 1989) 

 

 
Figure 2. Theory of reason action (Fishbein, M. et al., 1975) 
图 2. 理性行为理论(拜因，M. et al., 1975) 

 

 
Figure 3.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jzen, 1985) 
图 3. 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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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和对于某项事物的具体行为(Behavior)运用到科技接受模型中，最终形成

了最终的科技接受模型(图 3)。 
近年来，随着对科技接受模型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产生了诸多更加复杂的科技接受模型，如 Venkatesh 

and Davis [3] 2000 年提出了更加复杂的 TAM2 模型，Venkatesh and Morris [4] 2003 年提出的整合后的科

技接受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Venkatesh and Viswanath [5]提
出了 TAM3，然而至今为止最经典并被应用范围最广泛的依然为传统的科技接受模型(图 1)。 

2.2. 结构方程模型 

2.2.1. 共变异矩阵结构方程模型介绍 
共变异矩阵结构方程模型(下简写 CB-SEM)，是由 Joreskog, K.G. [6]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由

于该模型是通过对变量的共变异矩阵进行分析，并通过定义相关因素的结构来对变量的共变关系进行解

释，因而被称作共变异矩阵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的数学形式比较简单，由以下三个公式组成。 
测量模型： 

xx ξ δ= Λ +                                         (2.1) 

yy η ε= Λ +                                         (2.2) 

结构模型： 
Bη η ξ ζ= + Γ +                                       (2.3) 

其中，ξ：外生潜变量，η：内生潜变量，x：外生指标，δ：𝑥𝑥的误差项，y：内生指标，ε：y 的误差项，Λx：

外生指标与外生潜变量的关系，Λy：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的关系，B：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外生

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结构方程的残差项。 

2.2.2. 主成分结构方程模型介绍 
主成分结构方程模型(下简称 PLS-SEM)，是由 Herman Wold [7]于 1975 年提出的，并被 Lohmoller [8]

所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由于该模型是通过先将变量定义成一个主成分的结构，然后再通过偏最小二乘回

归对主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解释，因而被称作为主成分结构方程模型。 
PLS-SEM 所用参数估计方法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算法。算法的思想是由 Lohmöller 于 1989 年提出

的。该算法包含两个阶段，流程如下： 
第一阶段：通过迭代估计潜在构面得分。 
Step 1：通过外模型渐进估计潜在构面得分(一般情况，所有的外模型路径系数设定初始值为 1)。 
Step 2：通过潜在构面得分估计内模型潜在构面间的路径系数。 
Step 3：通过内模型渐进估计潜在构面得分。 
Step 4：通过 Step 3 中潜在构面得分和问项得分，估计并更新外模型的路径系数。 
第二阶段：在 PLS-SEM 中，最终的参数的计算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对偏最小二乘回归得到的，并通

过判断普通最小二乘代价函数是否达到特定的某一临界值来决定迭代是否中止。 

3. 模型构面与假说 

我们对模型构面与之相关的文献进行介绍，并对本研究所涉及的相应假说进行罗列。 
1) 用户界面设计 
用户界面设计，对于线上应用平台或系统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它往往会直接影响用户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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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户界面设计的好坏则很可能影响到使用者对于系统或者新技术的认知易用性。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1：Coursera 用户界面设计的提升对 Coursera 用户认知易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使用者水平 
使用者水平是一系列反映个体学习能力的外生变量[9]。使用者水平使用者个体水平的高低往往会影

响其对于课程潜在易用性的认知。根据 Thurmond [10]等人的对于在线学习平台的研究，学生的计算机能

力水平，是否参加过相关课程，对于在线学习的了解程度、团队合作能力会影响学生对于课程的认知易

用性。Piccoli [11]认为，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个人品质，思想变化，计算机焦虑等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

其对于在线学习易用性的认知，并进而可能影响其使用。Raafat Saade [12]认为个体对于线上学习系统的

先验信息对于其认知易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2：Coursera 使用者自身水平的提高对 Coursera 用户认知易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课程设计 
由于无法全面了解和考虑到总体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并且由于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和学习习惯差异相

对比较大，因此对于线上学习者如何对 Coursera 的课程进行设计一直是摆在 Coursera 任课教师面前的最

难解决的问题[13]。而教师对于课程的设计往往会影响到学生的对于课程的理解和吸收。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3：Coursera 的课程设计提升对 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易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Coursera 的课程设计提升对 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 
4) 易用性 
易用性，即认知易用性，其定义为“个体认为使用一个特定的系统的不需要努力的程度”。由于个

体分配到各种活动的努力往往是有限的，因此当一个应用被认知为相较于另一个应用更加用容易时，那

么该应用就更可能被使用者所接受。因此，本研究认为，使用者易用性的增加往往会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它会增加使用者的认知有用性；其次，当一个系统变得容易时，它会增加使用者的好感；最后，

易用性的增加会增加使用者对于课程的实际使用。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5：Coursera 使用的认知易用性提升对 Coursera 使用的认知有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8：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认知易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 Cousrera 用户对于 Coursera 使用

的好感度。 
H11：Coursera 的用户使用的认知易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用户对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 
5) 有用性 
有用性，即认知有用性，其定义为“个体认为使用一个特定的系统给自身工作表现提升的程度”。

当一个系统具有较强的有用性时，使用者认为运用这个系统往往会使自身某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更可

能会被加薪，提升或收到其他奖励，因此使用者往往对该系统更为关注，更容易被接受并使用。正是由

于一般使用者认为较高的有用性和使用的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当一个系统具有较高的有用

性时，其被接受并被使用的程度也会更高一些。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10：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的好感度。 
H12：Coursera 的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的提升会显著增加用户对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 
6) 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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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即为使用者对于该系统的的使用程度。研究者根据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情况，即对于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包含三个方面，即通过对于课程视频的观看，对于课下作业和期末期中考试的完成

程度和课下讨论制定了相应的问项题目，三个方面共同组成了 Coursera 使用者的实际使用情况。而对于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往往受到三方面的影响：即使用者的使用态度的影响，使用者的认知易用性的影响

和使用者的认知有用性的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11：Coursera 的用户使用的认知易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用户对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 
H12：Coursera 的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的提升会显著显著的增加用户对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 
H13：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的好感度增加会显著的提高用户对 Coursera 实际使用。 
7) 使用者态度 
使用者态度，是使用者在使用一个商品或者接受一种服务时的对于事情的看法。使用者的使用态度

是对于实际使用的评价，它可能会影响到使用者进一步使用该商品的购买和是否再次接受该产品。根据

Simonson [14]等人 2000 年的研究。态度、认知、经验、学习类型四者均可以显著的增加学生的实际学习

中对在线学习的使用，而在这四者中使用态度是最关键指标，可见使用态度的重要性。而使用态度往往

不但受到包括同侪压力，外部设施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还会受到认知易用性和认知有用性的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H8：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认知易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 Cousrera 用户对于 Coursera 使用

的好感度。 
H9：外部环境对 Coursera 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显著的增加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的好

感度。 
H10：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的好感度。 
8) 外部影响 
外部影响，即为外部变量对于系统使用的影响，本研究所涉及的外部变量主要包含三部分：使用者

的同侪压力，外部硬件情况和实际的课业压力。相较于对于外生变量在科技接受模型中对于认知易用性

和认知有用性的广泛研究。著名学者 Geoffrey S. Hubona [15]曾提出相关理论。他认为，对于外部影响通

过何种模式影响用户行为的研究被很多研究者所忽视。根据 Davis 关于外生变量的观点，应当对于外生

变量的研究应从两方外生变量面进行研究：第一，外生变量是否对使用者的使用态度进行影响；第二，

外生变量对于使用者使用的影响类型是怎样的。 
研究者根据其提出的建议，提出如下三项假说，并对其机制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三条假设如下： 
H6：外部环境对 Coursera 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导致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的认知有用性显

著提升。 
H7：外部环境对 Coursera 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导致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的认知易用性显

著提升。 
H9：外部环境对 Coursera 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显著的增加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的好

感度。 
最后根据以上模型的构面与假说，我们建立相关结构方程模型概念模型(如图 4)。 

4. 主成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4.1. 样本来源 

本研究所选取的有效样本的人口特征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所在城市(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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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nceptual model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 4. 结构方程模型概念模型 

 
Table 1. Sample feature summary 
表 1. 样本特征汇总表 

相关问项 项目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1 34.35% 
女 193 65.65% 

年龄 

12 岁及以下 1 0.34% 

12~18 岁 27 9.18% 

19~29 岁 248 84.35% 

30~49 岁 16 5.44% 

50 岁以上 2 0.68% 

受教育程度 

初中/技校及以下 3 1.02% 

高中/中专 14 4.76% 

大专 27 9.18% 

本科 200 68.03% 

硕士及以上 50 17.01% 

地区 

华东 85 28.91% 

华南 49 16.67% 

华中 51 17.35% 

华北 52 17.69% 

西部和西南 38 12.93% 

东北 14 4.76% 

港澳台和其他 5 1.70% 

*来源本研究。 

4.2. 路径分析和假设验证 

研究者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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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运用 SmartPLS 3.2.0 在 Mac OS for Yosemite 10.10.3 系统，对研究模型进行偏最小二乘算法和

5000 次 bootstrapping 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见表 2)。 
在表 2 中，第一列为模型对应的相关路径，第二列为路径系数，第三列为 5000 次的 bootstrapping 的样本

均值，第四列为 5000 次 bootstrapping 所得的标准误差。第五列为经验 T 统计量，其在数值上等于路径系数除

以标准误差，第六列为 95%置信度的 5000 次 bootstrapping 的置信区间，第七列为假设是否被统计支持。 
路径系数显著性的判定方法，为检验该路径的路径系数经过 5000次 bootstrapping所对应的T 统计量，

若其大于 1.96，则认为该路径显著，反之则不显著。本研究对偏最小二乘模型的路径系数显著性进行了

检验，所有路径除课程设计对易用性路径系数不显著外，其余路径在均在统计上均显著。 
综上所述，在需要检验的 13 条路径中 12 条通过检验，而具体路径如下图(图 5)，其中 s 为支持 

 
Table 2. Path analysis results 
表 2.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路径系数 样本均值 标准误差 T 值 95%置信区间 假设 

用户界面→易用性 0.176 0.165 0.075 2.341 [0.020,0.312] Yes 

使用者水平→易用性 0.401 0.410 0.069 5.858 [0.274,0.540] Yes 

课程设计→易用性 0.155 0.161 0.080 1.936 [0.007,0.318] No 

课程设计→有用性 0.236 0.242 0.052 4.526 [0.142,0.348] Yes 

易用性→有用性 0.479 0.474 0.061 7.876 [0.352,0.591] Yes 

外部影响→有用性 0.221 0.219 0.060 3.682 [0.099,0.336] Yes 

外部影响→易用性 0.166 0.166 0.064 2.605 [0.039,0.291] Yes 

易用性→使用态度 0.317 0.312 0.073 4.329 [0.163,0.450] Yes 

外部影响→使用态度 0.146 0.147 0.069 2.125 [0.011,0.282] Yes 

有用性→使用态度 0.429 0.433 0.074 5.757 [0.289,0.578] Yes 

易用性→实际使用 0.301 0.305 0.080 3.751 [0.146,0.462] Yes 

有用性→实际使用 0.255 0.248 0.093 2.736 [0.069,0.434] Yes 

使用态度→实际使用 0.268 0.273 0.085 3.148 [0.099,0.435] Yes 

 

 
Figure 5.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图 5. 假设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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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n 为不支持(non-supported)。若路径上的字母为 s，表明该路径显著不为零，研究原假设成立；

若路径上的字母为 n，表明该路径不显著不为零，不能说明原假设成立。 

4.3. 决定系数 R2和效用值 f2 

对于结构模型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测量指标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而对于决定系数的评价往往作为

对模型预测能力准确性和外生变量对模型内生变量解释能力的一种体现。对于决定系数，根据其定义，

其取值范围往往介于 0 与 1 之间，而当决定系数值越高时，表示该模型预测能力的准确性越高。然而，

由于决定系数所特有的善于解释模型变异性的能力，而如果在模型包含相对较少的变量时，则更可能说

明模型的选取是比较好的。鉴于此，对于多元回归，往往采用修正后的决定系数 2
adjR 对模型的预测准确

性进行评价，而其计算公式如下： 

( ) ( )2
2

1 1
1

1adj

R n
R

n k

− ⋅ −
= −

− −
 

其中，R2 为决定系数，n 为样本数，k 为外生变量个数，在结构模型中为外生潜变量个数。本研究运用

SmartPLS 3.2.0 软件对模型的决定系数和修正后的决定系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如下(表 3)。 
据此我们认为本研究中使用态度，实际使用，易用性，有用性四构面的可决系数强度为中等较好的，

可以很好的解释相应构面。 
在对模型的决定系数进行分析后，我们对模型的效用值 2

A Bf →  (A 构面对 B 构面决定系数的影响能力

[16])进行了分析，而效用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2 2

2 included excluded
2
included1A B

R R
f

R→

−
=

−
 

其中， 2
includedR 为包含 A 构面的被解释构面为构面 B 的决定系数， 2

excludedR 为不包含构面 A 的被解释构面

为构面 B 的决定系数。 
根据Cohen在1988年在行为科学统计力提出的关于评价模型效用值 f2的建议，当效用值为0.02，0.15，

0.35，分别标明模型的效用值是较弱的，中等的，较强的[17]。我们运用 Smart PLS 3.2.0 软件对结构方程

模型的效用值进行了计算，结果见表 4。 
由上表可知，对于被解释构面为使用态度构面的效用值，外部影响(0.020)和易用性(0.111)是较弱的，

而有用性是中等的(0.213)；而对于实际使用构面，使用态度(0.022)和易用性(0.054)的效用值较弱，而有

用性(0.159)为中等；对于易用性构面，使用者水平(0.178)的效用值为中等，而外部影响(0.040)，用户界

面(0.027)，课程设计(0.024)的效用值较弱；对于有用性构面，课程设计(0.088)的效用值较弱，外部影响

(0.128)和易用性(0.337)为中等。 
 
Table 3.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revise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决定系数和修正后的决定系数 

构面 R Square R Square Adjusted 

使用态度 0.654 0.650 

实际使用 0.606 0.602 

易用性 0.609 0.604 

有用性 0.686 0.682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3042


陈芸婧 等 
 

 

DOI: 10.12677/ae.2018.83042 263 教育进展 
 

Table 4. Utility value f2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效用值 f2结果 

 使用态度 使用者水平 外部影响 实际使用 易用性 有用性 用户界面 课程设计 

使用态度 0.000 0.000 0.000 0.022 0.000 0.000 0.000 0.000 

使用者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178 0.000 0.000 0.000 

外部影响 0.020 0.000 0.000 0.000 0.040 0.128 0.000 0.000 

实际使用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易用性 0.111 0.000 0.000 0.054 0.000 0.337 0.000 0.000 

有用性 0.213 0.000 0.000 0.159 0.000 0.000 0.000 0.000 

用户界面 0.000 0.000 0.000 0.000 0.027 0.000 0.000 0.000 

课程设计 0.000 0.000 0.000 0.000 0.024 0.088 0.000 0.000 

5. 结论 

本研究以网上问卷的形式对 Coursera 平台使用者进行分析，共得到有效样本 294 人，通过运用 Smart 
PLS 3 软件构建主成分结构方程模型，在对模型进行了各项检验和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 
• Coursera 用户界面设计的提升对 Coursera 用户认知易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Coursera 使用者自身水平的提高对 Coursera 用户认知易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Coursera 的课程设计提升对 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易用性提升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Coursera 的课程设计提升对 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 
• Coursera 使用的认知易用性提升对 Coursera 使用的认知有用性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外部环境对 Coursera 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导致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的认知有用性显著提

升。 
• 外部环境对 Coursera 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导致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的认知易用性显著提

升。 
•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认知易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 Cousrera 用户对于 Coursera 使用的好

感度。 
• 外部环境对Coursera用户的帮助(推动)的增加会显著的增加Coursera用户对Coursera使用的好感度。 
• Coursera 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使用的好感度。 
• Coursera 的用户使用的认知易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用户对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 
• Coursera 的用户使用的认知有用性的提升会显著的增加用户对 Coursera 的实际使用。 
•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的好感度增加会显著的提高用户对 Coursera 用户对 Coursera 实际使用。 

虽然本研究得出了如上的结论，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定量分析往往会比定性分析更有意义。因此我

们在参考相关前人的相关理论[3]后对模型进行重要性–表现程度分析，而“重要性–表现程度”图如下。 
图 6 包含重要性和表现程度两个坐标轴，x 轴为重要性，其数值等于对于用户实际使用的总效应，

其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而 y 轴为表现程度，其数值为表现程度，其数值为问卷所答题目的得分结合

结构方程路径系数所得最终结果所得的百分制数值，其取值范围在 0 到 100 之间。研究者以直线“x = 
0.200”和直线“y = 65”将上图划分四个区域。四个区域分别为：左上的“供给过度”区域，右上的“继

续保持”区域，左下的“优先顺序低”区域和右下的“加强改善焦点”区域。 
对于“供给过剩”区域，该区域不包含任何构面，表明对于本研究所涉及的 Coursera 用户的相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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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Importance-performance diagram 
图 6. 重要性–表现程度图 

 

面，不存在供能过剩的情况。 
对于“继续保持”区域，该区域包含“使用者水平”构面、“使用者态度”构面和“有用性”构面

等三个构面，三者兼具较高的表现程度和较高的重要性，Coursera 平台应继续保持其优势地位。 
对于“优先顺序低”区域，该区域包含“用户界面设计”构面、“课程设计”构面，在该区域的构

面具有较低的重要性和表现程度。 
对于“加强改善焦点”区域，该区域包含“外部影响”和“易用性”构面，该区域的构面具有较高

的重要性和较低的表现程度。 
根据各构面的分布，研究者建议 Coursera 相关管理人员应在保证授课质量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

于 Coursera 上关于课程易用程度的投入，而相关企业和学校等外部环境应加大 Coursera 使用者对于其学

习的支持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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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oursera 用户使用满意度测评调查问卷 

为了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性，请提供以下基本信息(打“√”)，以便我们对问卷的发放工作进行抽样核实： 

一、个人基本信息 

您的性别：□男□女 

您的年龄：□16~25 岁□26~35 岁□35 岁以上 

您是：□本市居民□外地户籍在本市工作□外地临时来此地 

您的学历：□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其他(请注明______) 

我们保证您的个人信息只用于本次 Coursera 用户使用满意度测评，且不被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 

二、用户满意度调查 

1.Coursera 的布局设计使它易于阅读。 

1、是      2、一般     3、否 

2.Coursera 的字体样式，颜色让我很舒服。 

1、是      2、一般     3、否 

3.Coursera 的界面很人性化。 

1、是      2、一般     3、否 

4.总体来说，我很满意这个网站的界面布局。 

1、是      2、一般     3、否 

5.我能轻松的操作完成电脑的基本操作。 

1、是      2、一般     3、否 

6.我具有一定的语言沟通能力。 

1、是      2、一般     3、否 

7.我以前接触过相应的课程。 

1、是      2、一般     3、否 

8.我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1、是      2、一般     3、否 

9.当我选择做一件事时，我很少放弃。 

1、是      2、一般     3、否 

10.Coursera 的作业设计很合理。 

1、是      2、一般     3、否 

11.Coursera 的上课时间设计很合理。 

1、是      2、一般     3、否 

12.Coursera 的课程设计通俗易懂。 

1、是      2、一般     3、否 

13.Coursera 的课程设计水平很高。 

1、是      2、一般     3、否 

14.Coursera 的课程设计很人性化。 

1、是      2、一般     3、否 

15.我在很短的时间就能熟练使用 Coursera。 

1、是      2、一般     3、否 

16.我觉得很容易通过 Coursera 做我想做的事情。 

1、是      2、一般     3、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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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我觉得 Coursera 的操作很容易记住。 

1、是      2、一般     3、否 

18.我觉得 Coursera 非常易于使用。 

1、是      2、一般     3、否 

19.我觉得我很少在 Coursera 上进行错误操作。 

1、是      2、一般     3、否 

20.使用 Coursera 能改善我的工作/学习质量。 

1、是      2、一般     3、否 

21.使用 Coursera 能增进我的对所学科目的兴趣。 

1、是      2、一般     3、否 

22.使用 Coursera 能提高我的能力。 

1、是      2、一般     3、否 

23.使用 Coursera 能增进我的学习/工作效率。 

1、是      2、一般     3、否 

24.总之，在 Coursera 学习，对于我很有用。 

1、是      2、一般     3、否 

25.Coursera 课程视频，我的观看情况。 

1、是      2、一般     3、否 

26.Coursera 课程作业，我的完成情况。 

1、是      2、一般     3、否 

27.Coursera 课下讨论，我的参与情况。 

1、是      2、一般     3、否 

28.使用 Coursera 是个好主意。 

1、是      2、一般     3、否 

29.Coursera 应该继续办下去。 

1、是      2、一般     3、否 

30.我喜欢使用 Coursera。 

1、是      2、一般     3、否 

31.使用 Coursera 具有良好的体验。 

1、是      2、一般     3、否 

32.使用 Coursera 是明智的。 

1、是      2、一般     3、否 

33.我的同学（同事）也经常参与网络学习。 

1、是      2、一般     3、否 

34.我的电脑和网络条件很好。 

1、是      2、一般     3、否 

35.我的课业压力允许我花很多时间在 Coursera 上。 

1、是      2、一般     3、否 

36.从总体上看，我认为我的整体水平 

1、很高      2、高     3、一般     4、低     5、很低 

37.从总体上看，我认为 Coursera 的课程设计 

1、很好      2、好     3、一般     4、差     5、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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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从总体上看，我对于我的 Coursera 的整体使用情况 

1、非常满意    2、满意  3、一般  4、不满意  5、非常不满意 

39.从总体上看，外部影响对于我使用 Coursera 的推动 

1、很高      2、高     3、一般     4、低     5、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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