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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制也在不断地寻求转型。学生学习体验逐渐成为教

育质量评估的重要一环。我国对于学习体验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本文通过利用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的大学生学习体验文献进行可视化的图谱分析，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探析关于大学生学习

体验的研究趋势，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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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quality assess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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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gher education is also seeking transformation.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has gradually be-
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China’s research on learning experience is 
in its infancy,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this paper, we make use of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visual mapping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
rien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analyse the research trend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studies, so as to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future 
in-dep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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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学习情况研究是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关于学习体验的研究也逐渐得到

重视。学习体验是大学生在校学习过程中的经历所产生的一系列体会、感受和感悟，是其自身的一种主

观感受，同时也是影响学习质量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高校为大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教学环境、条件、

活动等，大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参与校园活动等获得一定的经历和体验，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学生的主观

感受和体验往往难以通过其表现是否为优良而呈现，他们的主观体验如何还需要通过他们自身来反映。 
从学习体验的研究对象上来说，近年来，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一大热点，

许多关于大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中都会出现课程体验、在校体验、课堂体验等相关维度。因此，

对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单独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成熟，相关的理论著作较少。自新冠疫情爆发

以来，在线课堂成为了大学生必不可少的一种上课方式，伴随着线上课堂、慕课(MOOC)等新型开放教

育模式的兴起，近两年来，更多学者将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关注到线上课堂体验中来。但大学生的线

下课堂体验、人际关系交往、校园文化氛围体验等仍然需要通过线下模式，线下教学仍然是大学生学

习的主要模式，本文通过梳理近十年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中文期刊文献，分析大学生学习体验发展

趋势及其特点。 

2. 体验与学习体验的概念 

2.1. 体验 

体验在牛津字典上被定义为：有意识地成为一种状态或情境地主体；有意识地受到一个时间的影响；

被主观看待的一种状态或情境；个人受到影响的一个事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体验的解释为“通

过实践来认识周围事物以及亲身经历”。马丽娜认为，体验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当体验作为过程是，

体验者会从其经历中进行观察、思考、反思，再投入到实践中。当体验作为结果时，它会令体验者从对

事物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对事物形成独特的看法，并且感情会得到升华[1]。陈佑清认为体验是

产生情感且生成意义的活动。体验是一种心理活动，主要由感受、理解、联想、情感、领悟等诸多心里

要素所构成。从心理学上说，体验是对事物的真切感受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事物产生情感并生成意义

的活动[2]。综上，体验是体验者在日常实践经历中所产生的个人主观感受，个体也会对其体验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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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思，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重新投入到实践当中，个体过去的体验也会对当前或将来的体验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2. 学习体验 

学习体验的英文为“Learning Experience”，关于学习体验的概念学术界暂无较为清晰的界定。美国

教育改革术语表(The Glossary of Education Reform)对学习体验进行了界定“学习体验是指在传统的学术

环境或非传统的环境中，学习者在学习中经历的各种互动、课程、活动所产生的体验。”刘斌从体验的

内容出发，将学习体验界定为“学习者对学习环境、活动、支持性服务等过程中所涉及诸多要素的感知、

反应和行为表现”[3]。朱琳则从活动和活动的结果两个角度理解，将学习体验界定为“学生主体在学习

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和情感”[4]。笔者认为学习体验是发生在学习领域的一系列体验的过程和状态，学

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的过程当中，随之产生并获得的一种内在的感受，它是过程和结果的结合。 

3. 大学生学习体验体验研究的基本情况 

3.1. 文献的年度分布 

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在近十年来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关注大学生的学习体验能够帮助其激

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积极性。从图 1 可见，近十年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2013~2015 年。该阶段的发文量较少，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研究

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研究大学生课堂体验对其学习方式、学习成果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为完善高校

的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提供了新思路。第二阶段是 2016~2018 年。该阶段的发文量逐渐增多，高校愈

加注重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及体验，随着高校质量评估方式的转型，学生评教逐渐向学生评学转变，许多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学习体验以及学习满意度的调查，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学习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与此同

时，在学习以及慕课的兴起，许多研究者将大学生的学习体验集中于大学生的线上学习体验中。第三阶

段是 2019~2021 年。这三年有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发文量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 2021 年的发文量

最多，由于 2020 年爆发了新冠疫情，许多大学生都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上课，因此在这三年中，对于大

学生的学习体验研究更多集中于在线课堂上，为完善课程平台的建设、加强在线教学技术等方面提供了

有价值的研究。第四阶段是 2022~2023 年，该阶段的发文量有所下降，但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热

度仍未减，该阶段研究仍更多集中于在线教学环境中的学习体验研究，研究内容与视角更加多元化、深

入，但大学生线下的学习体验研究较少。 
 

 
Figure 1.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CNKI database, 2013~2023 
图 1. CNKI 数据库 2013~2023 年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论文数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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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献作者 

我国对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方式的转型，研究

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学者逐渐增多。通过 CNKI 共检索出的 387 篇文献中，共有 253 位学者完成，不同

学者之间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都具有一定的差异，笔者选取了近十年发文量在两篇以上的作者进行

作者分析。在 2013~2023 年这十年间共有 16 位作者发表了 35 篇与大学生学习体验相关的文章，具体作

者与发文量如表 1 所示。史秋衡、郭建鹏对影响大学生学情状况、课堂体验的因素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

究，对改善大学生学习体验以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一定的建议[5]。贾文军、陈武元学者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大学生线上课堂的学习体验，在基于当下“互联网 + 教育”的背景下，探寻出影响在线学习的体

验感好坏的因素[6]。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从文章发表的数量上看并不多，但从目前学者们得出的

研究现状以及结论来看，影响我国大学生学习体验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Table 1. Author of more than 2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13~2023 
表 1. 2013~2023 年发文 2 篇以上的作者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史秋衡 3 周守珍 2 

周志辉 3 闫翠娟 2 

贾文军 3 王爱景 2 

孙宏玉 2 陈婉仪 2 

陈武元 2 郝凯灵 2 

梅伟惠 2 王希尧 2 

郭建鹏 2 徐伊萌 2 

汪卫平 2 王嘉睿 2 

4. 学习体验研究热点 

4.1. 研究前沿 

本文以“学习体验”和“大学生”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一共检索出 387 篇相关

期刊文献。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近十年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如表 2 所示。

文献的关键词高度凝练了文章的主体概念和思想，由此，根据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可以确定目前大学

生学习体验研究的热点。按照关键词的中心度和出现的频次最终选取了 24 个高频关键词，其中关键词的

中心性代表某个词汇与中心节点之间的相关度高低，数值越大，相关度越高。 
 
Table 2. Hot and high-frequency word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表 2. 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相关热点高频词 

序号 关键词 中心 频率 序号 关键词 中心 频率 

1 大学生 0.60 42 13 用户体验 0.00 3 

2 学习体验 0.48 24 14 学习收获 0.01 3 

3 本科生 0.09 7 15 学生 0.03 3 

4 在线学习 0.03 7 16 深度学习 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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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 体验学习 0.04 6 17 移动学习 0.07 3 

6 学习投入 0.05 5 18 影响因素 0.04 3 

7 教学 0.07 4 19 体验式 0.04 3 

8 在线教学 0.04 4 20 实证研究 0.03 3 

9 教学模式 0.04 4 21 学习动机 0.00 3 

10 慕课 0.10 4 22 创业教育 0.00 3 

11 学习方式 0.08 3 23 学习 0.04 3 

12 满意度 0.01 3 24 心理健康 0.00 3 

 
基于中国知网(CNKI)所检索的 387 篇文献，经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图谱，如图 2 所示，图中每个

节点大小代表该词出现的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的粗细代表共现关

系的强度。由图谱中可看出，大学生和学习体验是出现率较高的词汇，体验式学习、学习满意度、学习

动机、在线学习等高频热词都代表了目前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的热点。 
 

 
Figure 2.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图 2. 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运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Burst Detection”功能可以探测到在某一时间段引用量具有较大变化的情

况。如表 3 所示，结合词频突现的信息分析，能发现某个主题词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兴起和衰落，通过此

图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热点话题的发展阶段。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线学习、学习体验、在线教学三个词突

现结束时间停留在 2023 年，这说明学习体验在目前仍然有着较高的热度。 
 
Table 3. Information table of emergent words in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2013 to 2023 
表 3. 2013~2023 年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突现词信息表 

关键词 强度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2013~2023 

学习 1.8 2012 2013 ▃▃▂▂▂▂▂▂▂▂▂ 

学习方式 1.25 2012 2016 ▃▃▃▃▃▂▂▂▂▂▂ 

应用 1.08 2012 2014 ▃▃▃▂▂▂▂▂▂▂▂ 

体验学习 1.15 2013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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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1.16 2014 2015 ▂▂▃▃▂▂▂▂▂▂▂ 

独立学院 1.03 2014 2016 ▂▂▃▃▃▂▂▂▂▂▂ 

慕课 1.41 2016 2017 ▂▂▂▂▃▃▂▂▂▂▂ 

移动学习 1.21 2016 2018 ▂▂▂▂▃▃▃▂▂▂▂ 

实证研究 1.41 2017 2018 ▂▂▂▂▂▃▃▂▂▂▂ 

在线学习 2.73 2020 2023 ▂▂▂▂▂▂▂▂▃▃▃ 

学习体验 1.59 2020 2023 ▂▂▂▂▂▂▂▂▃▃▃ 

在线教学 1.54 2020 2023 ▂▂▂▂▂▂▂▂▃▃▃ 

4.2. 结果分析 

从以上表格数据分析来看，学习体验研究在近两年开始兴起，以下部分将从研究背景、研究内容两

个方面进行分析。 

4.2.1. 研究背景 
从表 2 的突现词中可看出，强度关联在 1.4 以上的关键词有学习、慕课、实证研究、在线学习、学

习体验、在线教学六个词语，慕课、在线学习、学习体验和在线教学这四个关键词出现的年份较为接近，

由此可看出，近年来关于学习体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线上学习上。 
1)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 + 教育”这一种新型开放教育模式也得到了成功。其

中慕课(MOOC)的出现成为了教育界关注的一大焦点，众多世界知名高校都参与其中，以公开的课程、共

享的知识形成了丰富的网上教育资源，因此线上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在线学习体验便逐渐开始成为

研究的热点。 
2) 2020 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迫使国内许多高校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进行授课，并且这种线上课堂

的模式在未来还会持续，相比于线下课堂，学生通过屏幕和网络进行学习会缺乏一定的课堂参与感，与

老师、同学们也会缺乏交流与合作，网课的时空选择较为灵活，但学生毕竟不在线下与老师面对面沟通，

导致一些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线上学习体验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3) 学习体验现已逐渐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它与体验式学习的不同之处在于，笔者认为学习

体验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它涵括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并且会对此产生主观感受

并对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学习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学习者的学习上也能内化成

生活经验。另外，影响学习体验的因素不仅包括课堂教学方面同时也包括学习者所处的校园环境、人际

交往等方面。而学习体验根据我国近年来在课程改革中的体现，其更集中于直接经验与情感体验，它强

调学生亲历活动，伴有情绪反应，并对原有经验发生影响，这种过程笔者认为只能在课堂教学中发生，

而且过于关注学生学习和认知领域学习。 

4.2.2. 研究主要内容 
1) 影响学习者学习体验的因素。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线下课堂教学遭到阻碍，迫使我国高校大规

模开展在线教学，线上教学这种新型的开放式教育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表 2 突现词显示可发现，

在线学习、学习体验、在线教学都在 2020 年开始爆发，并且持续到 2022 年仍然以高频词的方式出现。

大部分学者对影响大学生学习体验的因素进行研究。陈武元将影响大学生在线学习的学习体验总结为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体特征会影响大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大学生所在的区域、高校的性质以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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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会对其在线的学习体验产生不同的而影响。第二，在线课堂中的教学模式、互动模式、授课方

式、考核也会对大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熟练程度、教学模式以及作业提交方式

对大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交互影响。刘斌在研究中指出，大学生的在线课程学习体验主要受五方面的影

响，分别是课程环境与平台技术、课程设计、教师、学习者与社会交互[3]。 
2) 学习体验对大学生学习各方面的影响。学习体验作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

它必然会对大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投入、学习结果、自

我效能感等方面。郭建鹏以学生投入作为中介作用，研究大学生学习体验与学习结果之间存在的关系，

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学习投入程度在学习体验和学习结果、共通能力、结果满意度之间都起中介作

用。陈亮认为引发学生学习体验必须要将学习期望转化为教学目标，将学生的学习内容进行内化，在教

学过程中将教学授受转变为学习对话[7]。郭建鹏对大学生课堂体验是否对其学习方式具有影响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课堂体验对学习方式具有显著性影响，学校特也会改变课堂体验从而对学习方式产

生不同程度的影响[5]。陈萍对大学生在校体验研究中指出，学生在校体验感不强会影响到其学习投入不

足，大学生对课堂的体验感不强从而造成缺课问题，同时一些大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无法对日常学习和

活动产生强烈的主观感受，因此会造成学习投入的低下[8]。 

5. 相关研究的未来展望 

5.1. 重视学生“线上 + 线下”学习体验研究 

线上学习体验是近年来学习体验研究的一大热点，随着越来越多网络课程的兴起，例如可汗学院、

慕课(MOOC)、超星课堂等，再加之疫情因素一些高校被迫选择线上课堂的模式，使得在线学习体验成为

研究热点。而线下课堂作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其课堂真实感、师生互动、生生合作、校园文化氛围体验

等都是线上课堂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研究既要重视线上体验也需要重视线下体验。 
1) 继续推进网络课程学习体验研究。在“互联网+”和信息大数据时代，网络课程发展趋势仍然不

断地上升中，全国各地的高校教育与越来越多的网络、媒体等新技术相结合，再加之我国国内目前处于

疫情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课程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大学生学习仍然起着重要影响。线上学习体验研究笔者

认为可以通过网络体验和课后体验连个维度展开研究，网络体验包括网课直播效果、在线课堂交互体验、

网上考核等方面。课后体验则包括学生对网课的态度、学生课后反思、课后作业提交等方面。 
2) 重视学生线下学习体验研究，国内对于学习体验研究的起步较晚，且目前研究热点集中于线上学

习体验研究。线下学习仍然是高等院校主要的教学模式，学生在校园中的日常生活、学习都有可能会成

为其学习体验，并且这些体验和经历也会内化成学生的知识，因此对大学生线下学习体验的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线下学习体验研究仍可继续借鉴国外著名研究调查问卷，如美国的“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

问卷、英国的“全国学生调查”等，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高等院校教育文化背景，编制符合我国

大学生学习体验的相关问卷。 

5.2. 开展关于学习体验评价的关键因素研究 

大学生学习体验主要是其主观感受、情感的形成，难以通过考核的方式进行评价测量。因此要深入

了解学生的学习体验，并使其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需要对学习体验评价的内涵以及评价的关键因素进

行研究，以此来夯实评价的理论基础。 
1) 研究需要将学生作为学习体验评价的主体，深化学习体验评价发展和理论基础，引导学生对日常

学习活动和在校体验等做出反思与评价，让学生的评价由评价教师转变到评价教学，深化学习体验的内

涵与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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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对学习体验评价的关键性因素研究。国外对学习体验的研究已有四十余年，而国内对于学习

体验的研究仅有十余年，学习体验理论基础研究也较为薄弱。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基础的夯实，

为制定关键性因素提供重要依据。其次，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学习体验评价的关键性因素，并且在

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学生的过程性和收获性体验，评价的主体是学生，应该围绕其学习方式、学习投入、

学习效果与学习体验之间的关系展开。 

5.3. 加强学习体验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1) 借鉴国外学习体验评价理念，推进本土化的学习体验评价指标体系。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最先开

始对学习体验的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学生就读经验调查”(CSEQ)中的学习体验测评指标分为校

园活动评价、学习收获评价、社会互动评价、校园环境评价等，为了解大学生学习体验、提高大学生学

习效率，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2000 年开始的“全美大学生学习型投入调查”(NSSE)中将

大学生学习性投入分为四大维度，分别是学生信息、学生行为、学校行动及要求、学生经历及看法。该

调查将重点转移到大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过程上，提高了大学生对高校教学质量和自身学习质量的重视。

英国 2005 年进行的“全国学生调查”(NSS)中将问卷调查指标分为课程教学、评估与反馈、学业支持、

组织与管理、学习资源、个人发展和总体满意度六个指标，该调查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具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我国高校在制定大学生学习体验评价的关键因素时可适当借鉴国外调查的经验，再结合我

国国情和文化出发，不断完善学习体验评价体系的建构。 
2) 综合使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加强大规模大范围的调查。就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大学生学习体验

的研究发展来看，大部分研究均借鉴国外关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测试卷，将其进行汉化和修改。周作宇

借鉴 CSEQ 问卷将其进行汉化与修改，制成了《中国大学生就读经验问卷》，该问卷在全国得到广泛应

用。；何佳借鉴“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问卷、清华大学 NSSE-China 问卷和“全国研究生

学习体验调查问卷”(NSGE)，进行自编问卷，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硕士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史静寰、罗

燕将“全美大学生学习型投入调查”(NSSE)问卷进行汉化和修改，制成了“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问

卷(NSSE-China)，对国内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学情调查。目前我国对于大学生的学习体验的理论

研究相对薄弱，主要还是借鉴了国外的问卷进行汉化，而且大部分运用量化研究。因此，若想加强对我

国高校大学生学习体验研究调查，还需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制定符合我国高校大学生实际情况的

针对性问卷进行调查，同时还要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难以呈现出大学生学习体验的主

观感受以及所处的复杂情境，综合使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调查当代大学生学习体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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