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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受2020年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呈现迅猛的发展，而碎片化学习

这一新颖的学习方式也在快速扩散。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数据分析，结合既往的访谈和问卷研究成果，

编制大学生碎片化学习效果影响因素问卷，并对江苏某高校479名大学生的碎片化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

问卷的编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n = 250)确立了学习交互、学习资源、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四个因素，

各因素负荷均在0.4以上，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81%。验证性因素分析(n = 229)和克隆巴赫α系数，分

别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可以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工具借鉴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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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in 
2020, online education is experiencing rapid development, while fragmented learning, a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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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ethod, is also spreading rapid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data analysis, combined 
with previous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compiled a questionnair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ragmented learning effect, and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quo of fragmented learning among 479 colleg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Jiangsu. Four fac-
tors, namely learning interaction, learning resource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n = 250). The load of each factor was above 
0.4, and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was 68.8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n = 
229) and Kronbach’s α coefficien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had goo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which could provide a certain tool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re-
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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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碎片化学习是伴随现代信息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学习现象和模式。根据中国

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网络发展报告，我国网民总量已经超过 9 亿。受疫情的影响，在 2020 年度各中小学

和高校也被迫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进行授课，这些都使得在线教育呈现爆发式增长。阿德南·卡尤姆

等人(2019)针对世界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中也表明，中国远程教育的招生规模在日益增长，2004 至 2016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8.8%。在此背景下，人们对碎片化学习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对碎片化学习资源

的开发和其学习策略的探索也将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到目前为止，对碎片化学习概念的界定存在多种观点，但未形成统一定论。王竹立(2016)将碎片化学

习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碎片化学习是指利用碎片化时间、碎片化资源、碎片化媒体，根据自

身学习需要获得知识的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狭义的碎片化学习指局限在上述定义中的非正式学习范畴，

即学习方式、学习主题、学习内容的碎片化。黄建锋(2017)认为碎片化学习是突破了时空限制，多元化的

学习模式，其与传统教育模式相区分，是一种非正式的、方便快捷且高效的、有意且浅层的学习方式。

周凯等学者(2019)则认为碎片化学习是指利用零碎随机的时间，在不固定地点进行对离散的缺乏整体知识

结构的知识碎片进行学习，进而由学习时空碎片化和学习内容碎片化导致的学习思维碎片化，即其导致

的学习者思维跳跃，注意力分散。从众多学者对碎片化学习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碎片化学习是伴随

着新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强调学习时空、学习内容的随机性、不定时性(随时随地各种各式)，
学习方式的可移动性(移动互联网，可移动终端)。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零碎的时间，在不定的地点使

用各种设备，自主学习并获得各种非体系的知识。 
目前国内对碎片化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概念的探讨、理论基础的搭建等。例如王竹立(2011)

提出的新建构主义碎片化学习理论认为，碎片化学习过程可分为主客体两个方面以及七个重要因素，以

及非正式学习理论则认为，碎片化学习可以发生在任意时间和地点，所以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学习需要

自我发起和调控学习(侯英，2008)。在此基础上，也有研究者采用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尝试构建碎片化学

习的评价指标(张丹丹，2016；刘扬超，2018；朱颖，2020)。国外对碎片化学习的探讨更多集中于实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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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括学习平台的单间、学习资源的开发等，如日本山内祐平开展的面向企业的移动英语学习项目(张
海，李馨，2009)，美国斯坦福大学主导搭建的 Coursera 平台等(吴筱萌，雍文静，代良，贾积有，王爱

华，缪静敏，2014)。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在结合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编制问卷的方式，对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

碎片化学习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尝试构建一个能够描述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状况和影响学习效果的评价体

系，完善对影响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更加全面、准确地测量学生学习状况提供工具基

础，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网上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初测阶段发放 250 份问卷，无不良问卷，有效回收率 100%；

正式测验阶段采用方便取样，在江苏某高校大学生中发放在线问卷，共发放 250 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29 份，有效回收率 91.6%。被试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Survey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表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57 32.8% 

女 322 67.2% 

年级 

大一 377 78.7% 

大二 34 7.1% 

大三 50 10.4% 

大四 18 3.8% 

专业 

文科类 286 59.7% 

理工科类 185 38.6% 

艺术类 8 1.7% 

碎片化学习时间 

小于 1 个小时 201 42.0% 

1~2 个小时 246 51.4% 

2~4 个小时 23 4.8% 

4 个小时以上 9 1.9% 

2.2. 问卷编制 

2.2.1. 理论构想 
问卷共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被试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和碎片化学习的一般信息进行了收集，第

二部分为关于碎片化学习效果评价维度的量表。本研究在结合既往的碎片化学习评价指标的构建(张丹

丹，2016；刘扬超，2018；朱颖，2020)以及相关的学习理论基础，将影响碎片化学习的因素分为学习态

度、学习动机、学习资源、学习策略、学习交互五大维度以确立研究假设，其中学习态度、学习动机、

学习策略为内部主体因素，学习资源和学习交互为外部客体因素，各个维度下分几个子维度。李霜璐(2019)
构建的问卷指标中缺乏学习动机这一重要的学习心理，我们认为学习动机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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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外还有学习策略的使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综合考虑以后我们使用这两个维度取代学习深度，

形成初步问卷。理论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dimensional concep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ndergraduate fragmented learning 
图 1.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问卷维度构想 

2.2.2. 项目编制 
基于本研究的理论构想，初步编制大学生碎片化学习问卷共 68 题。问卷共包括两部分，前 6 题为人

口统计学变量与一般的描述性问题，主要用于了解被试进行碎片化学习的基本状况，后 62 题为影响碎片

化学习效果五个维度的题目，采用 Likert5 点自评问卷编排，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

为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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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工具 

采用 SPSS21.0 和 AMOS24.0 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在初测阶段，首先对 250 份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将后六十二题计分数据按照总分前 27%和后 27%的

标准进行高低分组，然后对两组的各题项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项目的得分均差异显

著，p < 0.001。之后对各项目进行题总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第十二题之外，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性均

高于 0.4，并且均在.0.01 水平上显著，据此删除第十二题。 

3.2. 效度检验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原理论假设，对初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为保证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可行性，首先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923，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14731.90，p < 0.001 
(见表 2)，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求出因素负载矩阵。首先

根据理论假设抽取 5 个因素，共解释了 62.05%的变异，按照一个题目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因子上载荷

差接近的删除(这里采用的删除标准是因子载荷的数值为小数点后第一位数字相同)，某个因子下只有 1
个题目的删除，删除在公共因子上的最大负荷小于 0.35，共同度小于 0.4 的题目，由此依次删掉 31 道题，

剩余 30 道题，以特征值大于 1，结合碎石图提取因子，最终抽取 4 个因子，共解释总体变异量 68.81%，

各因子分别解释总体变异量的 21.13%、20.17%、13.96%、13.55%，旋转成分矩阵图见表 2。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将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分为 4 个维度，共包括 30 题(具体见表 2)。基于原

有构想维度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各因素所包含题目的含义，将 4 个维度依次命名为“学习交互”(学习者

与教师、学习平台的交流和互动)、“学习资源”(可用的各类碎片化学习资源、软硬件支持、信息筛选能

力)、“学习动机”(进行碎片化学习的目标和动机)、“学习态度”(对碎片化学习的认知、态度)。 
 
Table 2. Fragmented learning influencing factors questionnaire rotation component matrix 
表 2. 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问卷旋转成分矩阵  

题目 
因子 

1 2 3 4 

T58 0.86    

T56 0.83    

T54 0.80    

T60 0.79    

T53 0.77    

T55 0.73    

T57 0.72    

T61 0.71    

T59 0.63    

T6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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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T30  0.80   

T29  0.80   

T31  0.79   

T26  0.78   

T27  0.77   

T28  0.77   

T32  0.76   

T33  0.74   

T16   0.83  

T14   0.82  

T15   0.81  

T17   0.78  

T18   0.66  

T19   0.63  

T10    0.78 

T8    0.78 

T9    0.74 

T5    0.74 

T6    0.70 

T7    0.68 

因子命名 学习交互 学习资源 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 

特征值 12.29 4.21 2.46 1.69 

贡献率 21.13% 20.17% 13.96% 13.55%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正式测验阶段共收回 229 份有效数据，采用 AMOS24.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的

5 因子结构模型进行检验。四个因子分别为学习交互、学习资源、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结合前人研究，

在对模型进行验证和评价时，选取 χ2/df、RMSEA、NFI、TLI、CFI 和 IFI 作为验证指标，结果如表 3 所

示。 
 
Table 3. The Fitting Index of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ndergraduate Fragmentation  
表 3.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  

χ2/df RMSEA NFI TLI CFI IFI 

2.319 0.076 0.845 0.888 0.904 0.906 

 

结果显示，χ2/df = 2.319 < 5，模型可以接受，RMSEA = 0.076，位于 0.05 和 0.08 之间，说明具有合

理的拟合度。此外还有 NFI、TLI、CFI、IFI 也是常用的拟合指数，均大于 0.8，表示模型可以接受，整

体来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结构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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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度检验 

同质性信度 
该问卷采用克隆巴赫 α系数作为信度指标，总体 α系数为 0.949，四个因子的 α系数见表 4。 

 
Table 4. Homogeneity reliability 
表 4. 同质性信度 

 学习交互 学习资源 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 总问卷 

α系数 0.934 0.933 0.916 0.904 0.949 

4. 讨论 

4.1. 对于问卷测量学指标的分析 

本研究在充分查阅文献资料且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之后，编制了“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问卷”。

初始问卷分为五个维度，共 62 题，分别是学习态度：学习方式认可度(1~4)，学习意识(5~7)，学习意志

力(8~10)；学习动机：应付考试(11~13)，培养兴趣爱好(14~16)，自我提升(17~19)，课程补充(20~22)，拓

展知识(23~25)；学习资源：具备良好的信息检索和筛选的能力(26~28)，能正确、高效的使用学习资源

(29~32)，有合适的学习资源平台(33~34)，有合适的硬件和设备支持(35~36)；学习策略：制定计划并严格

执行(37~40)经常复习和反思(41~45)合理安排学习时间(46~48)对资源进行管理(49~52)；学习交互：与其

他学习主体(老师、同学)的交互(53~58)与其他学习客体(学习平台、学习内容)的交互(59~62)。 
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后，删除在公共因子上的最大负荷小于 0.35，共同度小于 0.4 的 31 道题目，

剩余 30 道题。以特征值大于 1，结合碎石图提取因子，最终抽取 4 个因子，共解释总体变异量 68.81%，

各因子依解释量排序分别为学习交互、学习资源、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其中学习交互是第 53 至第 62
题，共 10 项；学习资源是第 26 至第 33 题，共 8 项；学习动机是第 14 至第 19 题，共 6 项；学习态度是

第 5 至第 10 题，共 6 项。 

4.2. 对于问卷维度的分析 

本研究对于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的理论构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实践证据。首先，

在确定问卷维度时，结合多篇硕士论文(张丹丹，2016；刘扬超，2018；朱颖，2020)，力求维度多样、综

合，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大学生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在编制问卷题目时，力求保证各项目

能真实、全面地反映维度构想的内容。其次，为了确保问卷质量，在正式发放之前进行了访谈与预测，

大致了解问卷完成时限与涵盖面，再结合统计分析结果，删除相关度和拟合度不达标的题项，最后形成

正式问卷。最后，采用多种方法检验问卷的合理性。正式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因子结构与理论构

想具有一致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本理论构想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表现良好；此外，以克隆巴赫

α系数为指标的信度也较高，都在 0.9 以上。总的来说，此次问卷的设计与构建在维度可靠性上是值得

肯定的，是经得起验证的。 

4.3. 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 

在样本的选择上，除了样本容量不够大，样本在性别与年级的分布上，是不够理想化的，样本的所

在区域，样本的文化素养都是值得加入考量的因素，普通本科与双一流高校学生、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

弱势地区学生的碎片化学习特点与方式是否无显著性差异，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交流的话题，希望我

们的研究能为后续探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大学生学习丰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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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结合已有的碎片化学习理论和自编问卷，构建了影响碎片化学习效果的影响

因素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影响因素问卷。本次的问卷调查发现，碎片化学

习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学习方式，主要以移动 APP 为载体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与传统课堂学习相比，

具有方便、快捷、不受时空限制等显著的优点，但也同时存在资源质量和数量上的问题等。对问卷的探

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编制的《大学生碎片化学习效果影响因素问卷》包含学习交互、

学习资源、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四个维度，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评价碎片化学习效果和评估碎片化学

习发展趋势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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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本问卷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大学生课余时间进行碎片化学

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提升大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效果。本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所有的数据都只用于研究，答案

无对错之分，希望您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您的每一个回答都十分宝贵，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碎片化学习是指利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零散时间(如等人、等车、睡前、课前等)，借助各种碎片化学习终端(如

单词书、书本、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自主的、非正式的学习，每次的学习内容一般为

碎片化的、不系统的。 

填写说明： 

1、第一部分：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包括单选、多选两种题型； 

2、第二部分：请根据题目，在量表中选择与您实际情况相符的程度 

 

第一部分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的现状 

1. [单选]您的性别是： 

A.男   B.女 

2. [单选]您的年级是：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3. [单选]您的专业类别： 

A.文科类专业   B.理工科类专业   C.艺术类专业   D.体育类专业 

4.[单选]您是通过_____了解到碎片化学习的。 

A.老师、同学的推荐 

B.网络和社交媒体 

C.已有的碎片化学习经历 

D.电视、报纸、杂志等 

E.其他______ 

5. [单选]您是否喜欢碎片化的学习方式？ 

A.喜欢 

B.不喜欢 

6. [单选]在一天内，您有多少时间进行碎片化的学习？ 

A.小于 1 个小时 

B.1~2 个小时 

C.2~4 个小时 

D.4 小时以上 

第二部分 影响大学生碎片化学习效果的因素 

(问卷采用 5 点量表，下列各题的选项均与第一题相同) 

1、我会自觉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 

A.完全不符合   B.比较不符合   C.一般符合   D.比较符合   E.完全符合 

2、为了不浪费时间，我会在课余时间安排碎片化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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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会有意识地收集对我有用的学习资源，在零碎的时间里进行学习。 

4、我能够坚持完成碎片化学习的计划。 

5、在遇到问题时，我会有意识地进行碎片化学习，并坚持下去达到我预定的学习目标。 

6、为了让碎片化学习有效果，我会对我自己严格要求，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 

7、我进行碎片化学习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满足学习有兴趣知识的需要。 

8、我进行碎片化学习是为了发展我的特长。 

9、我进行碎片化学习是出于某种兴趣爱好。 

10、我采用碎片化学习是为了利用零散时间，潜移默化地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11、碎片化学习能够提升我在某个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12、碎片化学习是在空闲时间进行自我提升的有效方式。 

13、我能够通过网络搜索，有目的的进行搜索并获取我需要的学习资源。 

14、我能够对网络上各类学习资源的质量进行辨别，有选择性的使用对我有价值有意义的学习资源。 

15、我能够熟练的使用各种信息检索工具(如百度、Google 等各种搜索引擎；中国知网、维普等各种数据库)。 

16、对初次使用的学习资源平台，我能够很快地上手操作。 

17、我遇到学习问题或是查找资料时，能够在学习资源平台上找到解决方法或是资料。 

18、对初次使用的学习类 App，我能够很快熟悉各项功能并有效的使用。 

19、我对学习资源平台特殊功能的操作非常熟悉，如拍照翻译、在线搜题、付费咨询等。 

20、现在的网络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平台，包括各类网课平台、资源分享平台等，能够满足我进行碎片化学

习的需要。 

21、碎片化学习过程中，我能够与老师或同学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22、碎片化学习过程中，我与老师或同学交流主要是为了分享学习成果。 

23、碎片化学习过程中，我与老师或同学交流主要是为了解决学习问题。 

24、碎片化学习过程中，我与老师交流主要是为了获取成绩和学分。 

25、碎片化学习过程中，我与其他学习者交流主要是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 

26、我经常能够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获得来自老师的反馈和评价。 

27、我能够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获得关于学习内容的反馈。 

28、我能够获得来自学习平台或软件的碎片化学习效果评价或报告。 

29、我能够基于来自软件或平台的学习成绩或学习情况报告调整学习目标或计划。 

30、我能够根据学习工具的界面内容的导向(如选项、提示、跳转等)去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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