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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产生与学习相关的情绪，学业情绪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研究采用采用2 × 4被
试间实验设计对256名大学生进行在线学习实验，探讨大学生学业情绪对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在大学

生的学习效果中，学业情绪来源的主效应不显著，学业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学业情绪来源和学业情

绪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不同学业情绪来源会对学习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积极低唤醒水平下，学业情

绪来源于学习内容时更有助于学习。积极高唤醒水平下学习效果比消极低唤醒水平下的在线学习效果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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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online learning, students will produce learning related emotions, and academic 
emotions play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study, 256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online learning experiments with a 2 × 4 inter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on the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In the learning ef-
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ain effect of Academic Emotion source is not significant, the main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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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 of academic emotion type is significan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ademic Emotion source 
and academic emotion typ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t sources of academic emotion will have differ-
ent effects on learning effect. Under the positive low arousal level, academic emotion is more helpful 
to learning when it comes from learning content. The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under the positive 
high arousal level is better than that under the negative low arous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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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课程开始走向普及，在线学习被引入到教育领域，打破传统教学模式

成为了目前比较盛行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与学习相关的情绪，这些

学业情绪会影响到在线学习中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大多数关于在线学习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技术角

度来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在线学习的学业情绪对学习效果的

影响。本研究对在线学习中大学生的学业情绪进行详细了解，综合分析在线学习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学业

情绪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为进一步有效地开展在线直播学习提供指导和建议，探寻调控学生学业情绪的

有效教学策略。 

2. 文献综述 

2.1. 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利用已有的系统，或者是自主搭建学习平台[1]，按照在线平台能够展开的相关学习方式达

到学习目标的形式。在线学习充分利用网络提供的具备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2]，实现非面授的学习方式。

有研究者基于教学模式中的直播平台和社交网络[3]，探索在线学习中新的学习形式。陈明选以实践证明

使用手机进行直播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4]，其核心是交互式学习框架。研究发现在线直播教学

形式下，学生课堂行为总体表现良好[5]，但是学习的主动性差。 

2.2. 学业情绪 

Pekrun 对学业情绪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学生在学习或教学情境中[6]，感受到的各种与学业相关的

情绪体验”。他认为学生在教学或学习活动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或体验到的学业情绪类型中有九种学业情

绪出现的频率最高，它们分别是快乐、希望、放松、厌烦、骄傲、失望、焦虑、羞愧、愤怒等。Pekrun
采用两个维度，唤醒度(高、低)和愉悦度(积极、消极)，将学业情绪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6]，分别是积极

高唤醒情绪：有快乐、希望、骄傲三个因子；积极低唤醒情绪：只有放松一个因子；消极高唤醒情绪：

有愤怒、焦虑、内疚三个因子；消极低唤醒情绪：有无助和厌烦两个因子。学者季常弘等人对学业情绪

的定义是学生对待所学的材料，使用的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结果等的态度体验，伴随学生整个学习过程[7]。
学者对学业情绪的内涵做出更清晰的阐述，认为学业情绪是指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8]，体验到的各种与

学生的学业有关的情绪感受，包括快乐、厌烦、失望、焦虑、愤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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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效果 

如果说教学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学习，那么对这一目标的检验就是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效果是指学

习者在学习完知识点之后[9]，个体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或者价值观上所发生的变化。对学习效果的

评估可以借助试卷根据得分的高低，技能类主要是提供学习者操作训练进行评分。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随机选择内蒙古地区几所大学的 256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八个实验组，分别为由

学习内容诱发的积极高唤醒情绪组、由学习内容诱发的积极低唤醒情绪、由学习内容诱发的消极高唤醒

组、由学习内容诱发的消极低唤醒组、由学习环境诱发的积极高唤醒情绪组、由学习环境诱发的积极低

唤醒情绪组、由学习环境诱发的消极高唤醒情绪组、由学习环境诱发的消极低唤醒情绪组。 

3.2. 实验设计 

采用 2 × 4 两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在线学习中学业情绪来源(学习内容、学习环境)和学业情绪

类型(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因变量为学习效果(再认测验)。 

3.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先前知识测验问答、情绪评定量表、启动情绪材料、再认测试。 
先前知识测验问卷包括三个问答题。主要是为了检验学习者先前知识水平，前测部分为纸质作答。 
情绪评定量表：根据实验所需诱发的学业情绪类型选取了 9 个情绪形容词(积极高唤醒：快乐、希望、

骄傲；积极低唤醒：放松；消极高唤醒：愤怒、焦虑、内疚；消极低唤醒：厌倦、无助)作为主观报告内

容，评定等级 9 级，1 表示一点没感受到这种情绪，9 表示这种情绪的感受非常强烈。 
启动情绪材料：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到的学业情绪状况编制情绪启动材料，在线学习的学习

内容引发的学业情绪，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老师的案例分析等。由学习环境引发的学业情绪，例如在

线学习平台的可操作性、设计的合理性，师生互动参与程度，为学业情绪的四种类型编写八个不同来源

的诱发情境，诱发大学生的学业情绪。 
再认测试：通过学习保持测验来测量在线学习效果，再认呈现材料。其中包括填空题和选择题，按

照正确率计算分值。 

3.4. 实验流程 

实验开始前为参与者介绍本实验使用的实验流程和注意事项，在实验开始前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真实

情况完成先前知识测验问卷。首先，给每一位参与实验的同学发放情绪评定量表进行填写。接下来进入

情绪诱发阶段，学习者将会在线接收到不同的学业情绪诱发材料，诱发不同的学业情绪，被试进行再一

次情绪自评量表填写。学业情绪诱发结束后学习者进入学习阶段，学习阶段播放一个五分钟的天文学知

识教学视频，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调整学习进度。在线学习结束之后进入学习效果测验阶段，学生会

在线完成再认测验。 

4. 研究结果 

在线学习中不同学业情绪类型和学业情绪来源的学习效果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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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learning effec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academic emotions and sources of academic 
emotions 
表 1. 不同学业情绪类型、学业情绪来源的学习效果描述统计结果 

学业情绪类型 学习环境 学习内容 总计 

积极高唤醒 2.85 ± 1.70 4.27 ± 1.35 3.63 ± 1.66 

积极低唤醒 4.58 ± 1.30 4.75 ± 1.25 4.67 ± 1.27 

消极高唤醒 3.41 ± 2.24 3.09 ± 2.31 3.26 ± 2.26 

消极低唤醒 3.09 ± 1.65 3.13 ± 1.86 3.11 ± 1.74 

总计 3.52 ± 1.86 3.86 ± 1.85 3.69 ± 1.86 

 
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 2 × 4 多变量的 ANOVA 分析。自变量为学业情绪类型(学习内容、学习环境)，

学业情绪来源(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因变量为学习效果。 
结果表明：在大学生的在线学习效果中，学业情绪来源的主效应不显著，F(1, 248) = 2.25，p > 0.05。

学业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3, 248)=11.00，p < 0.05，学业情绪来源和学业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3, 248) = 2.86，p < 0.05。对学业情绪类型和学业情绪来源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发现：不同

来源的学业情绪在不同学业情绪类型水平上差异显著，F(3, 248) = 6.25，p < 0.05。积极低唤醒水平学业

情绪来源水平上差异显著，F(1, 248) = 8.09，p < 0.01。积极高唤醒水平在学业情绪来源的水平上差异不

显著，F(1, 248) = 0.15，p > 0.05。也就是说，学业情绪来源和学业情绪类型会对在线学习效果产生影响。

当学业情绪来源于教学内容时，积极高唤醒水平和积极低唤醒水平差异不显著，积极低唤醒水平的学习

效果比消极低唤醒水平的学习效果更好。积极高唤醒水平下的学习效果比消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水平

的学习效果要好。当学业情绪来源于学习内容时，积极高唤醒水平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消极低唤醒水平

下的再认成绩。在积极低唤醒水平上，学业情绪来源于学习内容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教学环境的再认成

绩。结果见图 1。 
 

 
Figure 1.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emotion sources and academic emotion types on learning effects 
图 1. 学业情绪来源和学业情绪类型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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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及结论 

在线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互动，回答学生的在线提问不够及时，学生上网课的环境封闭没有学

习气氛，学生会产生厌烦、无助的情绪使其产生消极的学习体验，学习效率降低。通过网络平台授课，

可以营造出课堂氛围，学生和老师的互动更加直接，学习反馈及时，在线平台的操作方便快捷，学生的

参与感更强的时候更愿意投入课堂中，集中注意力跟上老师的课程节奏，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积极情

绪能够激发学生在线学习兴趣，学习效果更好一些。当学业情绪类型是积极低唤醒水平时，来源于学习

内容的放松情绪下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放松情绪来自学习环境时的再认成绩。老师在上网课前了解学生

的知识理解程度，布置预习任务，学习内容是学生较好理解、较为熟悉的内容，整堂课氛围恰到好处，

教师对在线学习课程节奏把控得当，学生感到放松时会呈现良好的学习效果。当学生产生焦虑的学业情

绪时无法进行高效的思考，不能很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不同学业情绪会对学习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学业情绪来源会对学习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积

极低唤醒水平下，学业情绪来源于学习内容更有助于学习。积极高唤醒水平下学习效果比消极低唤醒水

平下的在线学习效果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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