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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寻求一种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更好地服务于成人线上教育，使得成人线上学习更加高效积极。通

过对在线学习的成人学生有关学习动机、状态及其线上学习存在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充分了解成人线

上教育现状，通过现状分析当前存在问题的根源，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通过数据分析，结合

理论分析、推理演绎等多种科学方法，提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切

合学生利益的激励模型，并对促进线上教育可持续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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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eek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it can better serve adult online edu-
cation and make adult online learning more efficient and activ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
vey of adult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statu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online learning, we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ult online education,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ur-
rent problems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se prob-
lems. Through data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reasoning and deduction and other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1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19
http://www.hanspub.org


龚静 等 
 

 

DOI: 10.12677/ae.2022.123119 736 教育进展 
 

scientific method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modern distance 
open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centive model more in line with the in-
terests of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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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各种交互平台的应用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让远程

开放教育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远程开放学习途径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这既解

决了工学矛盾问题，又满足了学习者内在的知识需求。但因不适宜或缺乏的激励机制，网上教学资源利

用度低下，学生网上学习参与度不高，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使得远程开放教育缺乏竞争力，从而

也损害从事远程教育的教师及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变革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不断完善成人学生学习

激励机制，对促进开放教育协调发展，提高学生远程学习的参与度与接受度有一定积极影响。以

Lawler-Porter (劳勒–波特)模型为基础并加以改进，以四川开放大学系统远程开放学习的学生为调查对

象，提出与远程开放教育过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以满足成人学生远程开放学习发展需要。 

2. 成人网上学习状态及学习动机调查 

为了充分了解参与远程开放学历教育的学生的网上学习平台的学习状况及学习动机，我们对 1000 名

参与远程开放学历教育学习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回收问卷975份，有效问卷972份)。调查内容及结果如下： 

2.1. 有关学习时间、专注度及自觉性调查 

在对每天平均最多能上网学习时间(强调学习总时长)的调查发现：能抽出 2~3 小时上网学习的占 58%，

其次是 1~2 小时占 31%，1 小时以下占 8%，能抽出 3 小时以上参与网上学习的只占 3% (如图 1)。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maximum learning time per day 
图 1. 平均每天能最多抽出学习时间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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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平均每天能不间断上网学习的最长时间(强调上网学习的持续专注性)的调查发现：20~30 分钟却

占了 47%，10~20 分钟占了 31%，10 分钟以下占了 16%，30 分钟以上占了 6%。(如图 2)可以看出，能超

过 30 分钟不间断学习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少。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longest uninterrupted learning time per day 
图 2. 平均每天不间断学习最长时间统计图 

 
为了进一步了解成人学生学习自觉性，设计了如图 3 所示影响因素分析调查。成人学生即使有时间

上网，但上网时难免受到除家务外的其它因素影响。据调查数据显示，上网时不经意浏览与学习无关的

其它网站、网上娱乐一会再学习及一上网娱乐就忘记学习的情况三项占了较大比例，总共约占 44%。而优

先进行网上学习并兼顾其它活动单项占比最大，约占 30%。由此可以看出成人学生学习自觉性有待提高。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online learning focus survey 
图 3. 网上学习专注度调查统计图 

2.2. 学习方式认可度调查 

在对成人学生喜欢传统面授方式还是喜欢线上学习方式的调查中意外发现：他们并不十分推崇面授

学习，绝大多数成人学习者均受到工作及家务的拖累，他们不喜欢这种时空限制的面授安排，他们更希

望线上学习这种方式来解决工学矛盾。调查数据也反映了这种情况，网络学习或者线上线下双融合学习

占有同样的比例，均约占 31%，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远程教育对于成人学生而言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

生命力(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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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atistical chart of learning style recognition survey 
图 4. 学习方式认可度调查统计图 

2.3. 线上学习效果调查 

在对网上学习效果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调查。随机抽调本省开放大学教务系统 2021 年春

季网上学习《药物化学》(卷号：2129)的 2401 名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客观分析发现，学生总的及格率达

82.59%，90~100 分占 22%，80~89 分学生占比最大，约 50%，由此可以看出，网上教学基本能很好地完

成教学目标(如图 5)。在对网上学习效果的主观认识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如图 6)：认为网上学习效果较好

的占有 43%，非常好的占有 22%，两者约占总体学生的三分之二。剩余的三分之一对从事网上教学的老

师是个极大的考验，线上教学内容设计更应以学生为中心，需要教师采取更好的激励措施吸引他们上网

学习。由此可以看出，远程教学工作者提升网上学习效果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

机制势在必行。 
 

 
Figure 5. Analysis chart of final scores of 2401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online learn-
ing of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图 5. 参加《药物化学》网上学习 2401 名学生期末成绩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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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tatistical chart of online learning effect survey 
图 6. 网上学习效果调查统计图 

 
网上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也对学习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在对网上学习活动开展不足原因调查中发现：

主要有自身因素、教学资源因素、学习环境因素及学习反馈等几个方面。其中自身因素占相当大的比例：

上网学习自身动力不足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约占 31%；受网上娱乐平台吸引或被网上热点八卦消息等

其他信息干扰导致在线学习效率低者，约占 21%；计算机或其他移动终端设备应用水平限制，网络环境

限制(网速低、流量限制、设备不支持等)占 4%。教学资源因素方面主要提到界面设计较差，内容形式生

硬，几乎是纸质教材内容的迁移，学习资源吸引力不够占 17%；学习环境方面调查主要涉及缺乏及时面

对面交流的学习氛围占 14%；在学习过程中练习及测验不能及时反馈，交互性差占 11%；其它占 2%。 

2.4. 学习动机的调查 

在学习动机的调查中，主要设计了“自身对知识的渴求，个人能力提升的需求”、“单位对职工能

力提升带来的压力”、“社会对求职者学历及素质能力要求”及“完成学习任务，单纯追求获得更高学

历”四个方面进行调查，发现“完成学习任务，单纯追求获得更高学历”者占比最高，约 39%；其次是

“社会对求职者学历及素质能力要求”，占 32%；自身对知识的渴求，个人能力提升需求者占比并不大，

只占了 16%，而个人对知识渴求及个人能力提升的愿望是自主学习最大的动力，很遗憾该部分占比并不

大，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成人线上学习者的现实(如图 7)。 
 

 
Figure 7. Statistical chart of adult online learning motivation survey 
图 7. 成人线上学习动机调查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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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人网上远程学习现状分析 

3.1. 学习参与度低 

调查数据显示，成人学生都存在严重的工学矛盾情况，平均每天用于学习最多时间总投入是比较有

限的，平均每天能不间断上网学习的时间比较简短，在能够投入的学习时间中并不具有持续性。这也是

成人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存在最显著差别，也体现出成人学生工学矛盾的现实。追踪访谈发现，成人学

生大多是家庭主要支撑者，学习只能在工作下班之余方能进行，下班后绝大多数仍承担辅导孩子、照顾

老人及其他家务等任务，使其能够学习的时间被多因素破碎化，这也是成人学生能够参与学习最大的障

碍。由于他们的学习时间只能是零散、碎片化的累积，必然要求网上学习资源应尽量趋向于精炼和简短，

将知识片段化，网上教学资源任务单元尽量以 20 分钟以下时间作为限制，特别是视频资源最好以 5 分钟

左右为单位的微课形式进行讲解，让学生能在较短时间掌握一个知识点。绝大多数学习者非常珍惜继续

学习的机会，线上教学为他们提供的方便也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认同。 

3.2. 网上学习动力不足 

3.2.1. 缺乏监管 
由于成人学生学习主要是靠自觉完成网上学习任务，目前成人网上学习监管存在严重的缺失现象，

直接导致学生学习有懈怠情绪产生，网上学习得过且过，即使有时间也上网娱乐或浏览其它网页。 

3.2.2. 网上娱乐及其它资源的影响 
由于娱乐资源及其它媒体资源充斥着整个网络，这些资源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导致学生偏离了自

主学习的方向。 

3.2.3. 教学资源吸引力的欠缺 
网上教学资源的设计给老师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网上教学必然要求课程设计者必须熟练掌握新兴

的教学技术，让知识在网上呈现方式更具魅力和吸引力。目前来看，教学资源呈现方式虽然有一些改进，

但绝大多数资源仍主要强调知识性而缺乏趣味性，其结果是学生很少有耐心学完网上教学知识。 

3.2.4. 交互性不足 
学生网上学习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交互性差，疑问的提出与解决之间存在很大的时间差，严重影响

学生学习积极性。学习努力程度与学习成效之间不能建立及时反馈的桥梁，学习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能

得到有效激励，导致学生对网上学习产生功利性的思想，只想怎样找捷径完成任务取得学分了事。 

3.2.5. 网上学习激励不足 
网上学习虽然是一种解决工学矛盾的有效学习方式，但是在缺乏有效激励措施的情况，只会导致教

学资源在网上简单堆砌而无人问津，学习只看结果不强调过程的学生大有人在，因此，必须要有灵活的

激励措施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才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帮助成人学生完成学业。 

4. 劳勒–波特综合激励模型运用于成人远程开放学习动机激励的可行性 

20 世纪以来，不乏有众多研究者分别从多个角度对激励问题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根据不同的研究层面可以将激励理论大致分为过程型、内容型、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三种[1]。行为学家

爱德华·劳勒和莱曼·波特在《管理态度和成绩》一书中提出劳勒–波特综合激励模型[2]。该模型将工

作报酬、工作绩效、工作环境、个人能力、努力程度、公平感、角色感知和满意程度等多个因素整合到

一体：通过努力以提升工作能力以取得良好工作绩效，进而获得相应的报酬，体现自身应有价值满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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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而获得满足[3]。据此逻辑，我们可以分析成人大学生目前远程开放学习状况怎么样，探究为什么

会有这种状况，进而阐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的逻辑路线去研究激励机制。力求形成良性的因果、循环关

系。劳勒–波特模型初衷是协调管理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提高生产力，形成依次从“激励”、“努

力”、“绩效”、“奖励”到“满足”的一条完整路径，并从“满足”再反馈到“努力”形成一个闭环

系统，这必然决定于奖励内容是否合理、奖惩制度是否公平、组织分工是否有效、管理水平是否高效、

考核是否公正及个人心理期望是否能够得到实现等多种因素[4]。 
该模型虽然广泛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但很少看到将此模型用于远程开放教育成人线上学习管

理。 
当前，我国成人学习方式因互联网的发展正发生深刻变化，学生可以足不出户就可学习先进知识和

先进理念。只有把握成人学习的典型特征，明确其学习目的和定位，才能准确把握现代远程发展的方向。

但是目前我国成人学生普遍缺乏主动参与网上学习的自觉性，学习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没有固定的学习

时间表，缺乏与其他同学共同学习的氛围，每个学习个体均具有个性化特征，学习动机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必须采取较好的激励策略来正向引导成人学生自觉自愿地进行网上学习。 
另外，由于成人学习属于职后教育，他们参加学习目的很明确，一般是基于下面三个方面的需求：

1) 个人能力提升的需要；属于主动需求，对学习者学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2) 社会对劳动者能力素质提

升的需求；由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强烈要求劳动者不断

提高素质以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3) 企事业单位对职工岗位能力提高的需求；企事业单位要求提

高工作效率，高效服务于社会，提高产出，必然对各岗位职工能力提高有一定要求。 
因此，学习的动力主要有因内和外内两个方面构成。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能约束他们自觉自愿

上网学习，必须有一套适应他们学习需求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我国学者对学生学习的激励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课堂面授教学。目前，线上教育已呈现出积

极发展态势，特别是成人工学矛盾导致成人面授教学出现不同程度的窘态，网络教学成为学生利用碎片

化时间学习的最好方式。网络教育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之后便有了飞速发展。线上学习平

台能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线上教育资源，也为学习者发挥学习的主体性，培养其创新和实践能力提供了

广阔的天地。但是对我省网络学习参与者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大部分学习者的参与度不高，学习任务

完成率低下且完成效果不理想，学习兴趣不浓。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远程开放学习激励机制势在必行。 
劳勒–波特综合激励模型能较好地对企事业单位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获得了较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若将该理论模型进行改良应用于成人远程开放教育课程的教学管理是可行的，并且

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 

5. 远程开放教育的劳勒–波特模型构建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设计，研究中主要将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划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满意型因素和效能型

因素，第一大方面包括满意型因素，对于学生而言，我们不能像企事业单位职工根据薪酬或职位的提升

作为奖赏，但一定能找到最能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关键要素，那就是学习成绩、学分的获得、学习成果

与生产力之间的转换效果及外在教师中肯的评价。根据这些方面我们仍然可找到内在和外在奖励两方面

为核心着手构建激励模型。内在奖励包括通过网上学习后提高了自己的认知水平，解决了一直困扰自己

的疑难问题，并能将所学知识和技术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提高生产效能，从心理上获得了内在的满足，

认同网上资源提供的帮助，愿意主动甚至更有兴趣参与网上学习，以获得更多自己或社会要求掌握的知

识或技能。外在奖励主要是包括教学实施单位对学生的肯定，教师对学生成绩评定，对学生任务完成给

予精神上的奖赏或鼓励，包括奖学金评定、优秀学员评定、教学活动参与效果的鼓励、优秀学习成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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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正向宣传等。无论是内在奖赏还是外在奖励都要注重公平性，有了公平性才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同

时达到学习目标才会有满足感。因此在该奖励和夸赞的时候决不吝啬，在不该奖励的时候千万不要将奖

励泛滥，否则会严重挫败成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果奖励的公平性得到学生的认同，他们在获得内在

满足感时产生了激励动力，增强了努力学习的愿望，主观上要求自己学习能力提高、改善学习环境，并

对自己的认识有很好的角色感知，就会克服各种困难来提高自己学习绩效，这就达到了教学目标。 
劳勒–波特综合激励模型中学习绩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生的学习环

境及认识程度等的影响。如果一个学生学习能力低下，接受知识能力不足，不从多方面去改变目前的这

种状态，那将影响其学习绩效，势必会影响其接下来的学习能动性的发挥。即使一个学生有很强的学习

能力，但所处的学习环境太差，比如互联网效果差、手机信号弱、网上学习资源劣、家庭或单位支持程

度低等等，这些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学生远程开放学习的质量和效果，进而影响学习绩效，也阻碍学生学

习能动性的发挥。此外，学生对目前所从事的本职工作的认识也会影响到学习能动性的发挥，如果认识

到在工作中自身能力胜任本职工作有一定难度，自然会产生学习冲动来改变现在的工作状况，自身需要

会产生特别强大的学习动力，进而对学习产出绩效水平有影响，如果学生没有这种将学习职能作为自身

的主要工作的意识，肯定会限制学习能动性的发挥。可见学习绩效的高低与学生能力素质、学习环境条

件、学生角色感知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这三者通过影响学习绩效进而对教学能动性的发挥产生间接作

用。 
 

 
Figure 8. An improved Lawler-Porter comprehensive incentive model for adult students’ distance and open learning 
图 8. 成人学生远程开放学习劳勒–波特综合激励改进模型 

 
经过对劳勒–波特综合激励模型中能动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将各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能动地衔接在一起，得到学生学习能动性综合激励模型(如图 8)。此外，在满意型因素及效能型因素这两

大方面对成人学生学习能动性发挥作用时，这段过程其实还受目标的引导，本研究将目标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个是组织目标，第二个是学生个人目标。为了能够实现组织目标，教学实施单位才会采取各种激励

手段考量各种因素去发展远程开放教育。在远程自主学习过程中，需要教师、资源建设方及学生之间通

力配合。按照劳勒–波特模型的分析方法，学习的压力来自于学生，也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有用的知识，从而满足学习者的要求；对于远程学习平台优劣而言，学习资源是否丰

富、资源表现形式是否多样、激励手段使用是否得当、交互性是否好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基于劳勒–

波特综合激励模型分析的基础，可构建相应成人远程开放教育激励机制的劳勒–波特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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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awler-porter index system in adult distance open education 
表 1. 成人远程开放教育中的劳勒–波特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 分类指标 

1 学生面临的压力 学习成绩的积累、学习任务的完成、学习过程的考核、学分的取得 

2 状态 学习成绩提高的高效性、学习进度的合理性、学分取得的保障性 

3 解决 建立学习进度、任务完成情况激励机制 

 
学习者是本研究中的主要对象，远程教育中的学习者主要以成人为主，并且一般是在职者，与教师

存在时空上的距离，但他们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会选择远程学习提升自己。同时成人学习动机会

因为各种复杂环境影响而发生动态变化，因此应该跟踪记录成人大学生远程开放学习行为以及与行为相

关的动机，了解其变化趋势及与之相适应的动机相关性，便于不断强化正向的学习动机，使远程学习者

更接近理想的学习状态。 

6. 建议 

学生是远程开放教育的主体，当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使学生失去远程学习的兴趣，那么就意味着

教育资源的浪费，人力财力的浪费。为了让学生情愿重新做回远程学习的主人，在远程开放教育实施激

励机制的过程中，让成人学生在远程开放平台获得满足，并希望通过努力得到相应学习成绩或奖赏。具

体从制度支持、技术人才支持、信息发布等 3 个方面提出建议。 

6.1. 制度支持 

对于成人远程开放学习奖励机制更应切实可行，奖励机制主要包括对学生的奖赏、对教师的奖赏及

教务管理人员的奖赏。对三者的奖赏机制尽量根据弗鲁姆期望理论[5]的激励公式对效价和期望值有一个

更好的平衡，让其更利于促进成人更加积极有效地进行远程线上学习。成人远程开放教育更应该以学生

为中心，设计合理的奖学金制度，对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必要的奖励。结果的考核与学习过程的考核同

等重要。线上学习最大的优点是便于记录学生学习痕迹，教学资源的设计也应该让学生一目了然清楚学

习流程及应完成的学习任务。每一阶段任务的完成都可得到相应的成绩，而成绩的积累也应在显著的位

置予以显示并得到时时更新，给学生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并获得成就感。甚至还可以随时显示学生个人网

上学习成绩或进度在全系统中的排名，更能激发学生网上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学期结束按各项指标对

学习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 
经调查发现，目前远程开放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之间联系松散，这使得部分教师在开放教学实

施过程中参与度不高，责任感不强，甚至在教学工作中出现“错位”现象，分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更

有甚者出现“缺位”现象，应该实时网上现场教学时，教师不在线，产生极坏的影响。因此，应加强教

学实施单位教务部门积极投入成人远程开放教育的管理，督查远程开放教育实施全过程，并能推出合理

有效的考核标准。时时监控平台运行情况，既要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也要监督老师的教学情况。

出台相应奖惩制度正确引导线上教学的教师积极参与教学资源的建设，及时回答学生提出的疑问，鼓励

教师能创造性地利用教学技巧引导学生参与网上学习。 

6.2. 技术、人才支持 

我国很多成人学生专业知识基础较差，网上操作技能有限，特别是农民成人大学生这方面尤其突出，

需要技术人员精心制作入学指南引导学生们如何上网学习。对线上教学教师而言存在不小的压力，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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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线下教学存在不小的差异，线上教学教师多数是传统面授教学教师转变而来，部分

教师存在不适应，对线上教学技术不熟悉，缺乏线上教学技巧，这就需要教师尽快转变职能，学习新技

术，掌握新技能，制作更具吸引力的教学资源，需要采用更多的教学手段，需要建立方便快捷的交流平

台，需要更先进的理念、技术来支撑，这就需要培训予以解决，必须对教师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建

立人才培训班，提供有关远程教学常识、操作技能服务团队时时为教师和学生服务。 

6.3. 信息发布 

由于成人自主网上学习，不容易形成相应学习氛围，学生、教师、教务管理部门三者信息不对称，

学生获得学习状况信息不及时，不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激励机制，因此要随时发布利于学生自我了解自

己在所有网上学习集体中的学习状态，形成一定的压力，迫使其努力学习。 

7. 结论 

线上教育是教育技术顺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解决了成人工学矛盾突出的问题，也是学习方式的转

变。特别是特殊时期，比如疫情阶段，远程开放教育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中主要基于对劳勒

–波特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建立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激励机制，以实现学生、教师、教学单位的有机结

合，既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又能达到将优秀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将功能发挥到最大化。此激励

机制可以为更加高效地实施线上教育提供参考，有利于充分发挥教育机构的指导性和调动成人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从而加快完善学生、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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