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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问卷法调查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移动自主学习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统计分析，旨

在了解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基本现状，结果发现，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

认知度有待提高，大学生有移动自主学习的动机，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移动自主学习效果有待进一步

提高。在此基础上，构建“课前–课堂–课后”的移动自主学习模式，为促进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移

动自主学习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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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Applied Psychology, and the survey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
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wareness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of applied psychology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 Although they have the motivation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actual action is not positive, and the effect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On the basis, we construct a “before class-in class-after class” mobile autonomous learn-
ing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in applied psycholog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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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移动技术的成熟，移动学习逐渐从理论层面走向现实行为层面。据我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20 年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手机网民规模达 9.32 亿，网民中

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2%。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3.81 亿，占网民整体的 40.5% [1]。 
在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性移动设备，阅读各类杂志、书

籍；观看 MOOC、微课等视频教学来学习专业知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自主学习(以下简称移动自主学习)
是指在移动设备和移动技术的支持下，学习者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和评价标

准的学习模式[2] [3] [4]。在移动自主学习环境下，学习者不再受教师和学习者的学习因素等主观条件的

影响，同时，学习者不受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和学习内容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内

容，自主选择学习进度[5]。 
2020 年上半年，在“停课不停学”政策的引导和助推下，全国 2.82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教

育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已不能满足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

的需求。在如今的网络技术支持下，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充分发展的网络技术进行心理学专业知识教学，

为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江苏某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大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应用心理学专业大

学生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移动自主学习的现状，探索其移动自主学习的影响因素，并积极探究适合互联

网环境下应用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发展策略，为全面认识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

习能力，为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江苏某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通过问卷星随机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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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回收率为 85.9%。其中女生 156 人，男生 33 人；大一 37 人，大二 50 人，大三 42 人，大四 60
人；生源来自农村 96 人，城镇 48 人，城市 45 人。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郭颖(2019)编制的问卷，对本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现状进行调查[6]。
问卷包括基本认知、硬件条件、学习者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者行为、学习资源、学习效果 7 个维度，

共 44 个项目，其计分方法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

合”“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分值越高表示越认同。经检验，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
各维度得分与总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在 0.57~0.92 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涉及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现状特征分析 

对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Applied Psychology (n = 188) 
表 1.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描述性分析(n = 188) 

因子 M SD 项目数 项目均值 

基本认知 15.03 2.65 4 3.75 

硬件条件 13.86 3.01 4 3.46 

学习者态度 16.80 3.49 5 3.36 

学习动机 18.18 3.34 5 3.63 

学习者行为 17.70 3.30 5 3.54 

学习资源 14.40 2.45 4 3.60 

学习效果 63.38 8.90 17 3.72 

总分 159.35 27.11 44 3.62 

 
由表 1 可知，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总均分为 3.62，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个维度来看，基本认知

因子的均分最高，其次是学习效果、学习动机、学习资源、学习者行为、硬件条件，最后是学习者态度。

从标准差来看，大学生在移动自主学习六个维度上的离散程度较低。可见，应用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移动

自主学习水平较好。 

3.1.1.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硬件条件 
当前，大学生移动学习设备比较普及，潜力最大的移动学习工具是手机，大学生拥有移动学习设备

硬件基本功能较全，已经具备了较好移动学习条件，66.5%的大学生认同学校或自身能够满足移动自主学

习的要求，有 14.9%和 33.9%的学生认同或比较认同学校的网络速度，有 33.9%和 13.1%的大学生认为学

校的网络覆盖范围较大，有 41.2%和 12.2%的大学生认可自己所在学校的学习氛围，能够满足移动自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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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要求。可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在的大学生想要进行移动自主学习是可以实现的，随着校

园网的覆盖面积的扩大，网络速度不断更新加速，再加上现在校园网流量和手机数据流量实现了免费，

网络这方面完全可以支撑学生进行移动自主学习。同时，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师生之间沟通交流等方式，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促进移动自主学习。 

3.1.2.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认知度有待提高 
调查发现，有 65.2%的大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有一定的了解。70.6%的大学生对移动终端的功能有一

定的了解，可以实现移动自主学习。有 77.3%的大学生均认可技术的发展促使移动自主学习这一行为，

但仅 43.9%的大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方式表示了解，大多数学生比较认同传统的学习方式。可见，大

部分学生能够操作网络平台找到所需要的学习资源，也知道如何进行移动自主学习。 

3.1.3. 网络资源为移动自主学习提供了便利 
调查发现，有 64.2%的大学生认可网络学习资源非常丰富，有 65.2%的大学生对网络学习资源的的呈

现方式表示满意，有 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网络资源质量不高，而且娱乐资源居多，接近 55%的大学生

对网络学习资源信息的更新、修改、完善持认可态度。可见，互联网的发展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丰富

的信息资料，多样的学习软件工具，学生在移动自主学习方便较传统的学习方式更方便，但是由于网络

信息资源存在优劣性，质量无法保障等原因，再加上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可能不太足，而且网络学习软

件存在费用高、程序更新跟不上、软件广告多等原因，影响学生的移动自主学习效果。 

3.1.4. 大学生有移动自主学习的动机，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 
调查显示，90%以上的大学生都会因为兴趣、学习需要、学业、解决问题还有其它原因主动进行移

动自主学习，有接近 90%的大学生把个人前途作为移动自主学习的目的，说明这种学习方式是学生乐于

接受的方式。整体来看，兴趣浓厚、目的明确、动机明确的大学生在移动自主学习中会有更好的学习效

果。虽然大部分学生(79.6%)认为进行移动自主学习是必要的，也认可移动自主学习的学习方式(76.5%)
和学习风格(55%)，都能够操作网络平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也知道如何进行移动自主学习。但是还是有

很大部分(56.6%)的大学生不能利用好零碎的时间进行学习但只有 43.4%大学生认为自己对移动自主学习

有很高的积极性，可能原因是大部分学生在运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的时候存在着自控力不足、缺乏主

动性和自主性、时间管理能力不强等问题。互联网是移动自主学习的基础条件，但是很多学生在运用移

动设备时，往往最先打开的 APP 都是会选择娱乐休闲活动，从而占据了很多课余时间。 

3.2.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3.2.1.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 
调查显示，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校风、硬件条件、学习资源等外部条件以及学习者身体素质、

学习态度、行为以及动机等自身条件均会影响移动自主学习的效果。移动自主学习的优势性体现在：让

90%的大学生充分利用时间，学习更加高效、视野及知识面都得到拓展、学习资源被充分利用以及学习

渠道变得多样化，85%的学生认为自学能力得到了提高，94%以上的学生觉得移动自主学习在其它方面给

自己带来了提升。 
本研究对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基本认知、学校硬件条件、学习者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者行为以

及学习资源与学习效果之间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以确定依存关系，结果见表 2，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

基本认知、硬件条件、学习者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者行为、学习资源六个维度与学习效果均存在密切

关系(ps < 0.01)，说明基本认知、硬件条件、学习者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者行为、学习资源与学习效果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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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e dimensions 
表 2. 各个维度间的相关分析 

 基本认知 硬件条件 学习者态度 学习动机 学习者行为 学习资源 学习效果 

基本认知 1       

硬件条件 0.383** 1      

学习者态度 0.589** 0.347** 1     

学习动机 0.590** 0.246** 0.687** 1    

学习者行为 0.595** 0.405** 0.711** 0.663** 1   

学习资源 0.430** 0.382** 0.442** 0.461** 0.554** 1  

学习效果 0.594** 0.442** 0.629** 0.623** 0.719** 0.585**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ix dimens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on learning effect 
表 3. 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六个维度分别对学习效果的回归分析 

模型 自变量 B SE β t R2 △R2 F 

1 常量 33.46 3.00  11.13***    

 基本认知 1.99 0.19 0.59 10.10*** 0.35 0.35 102.07*** 

2 常量 45.24 2.75  16.44***    

 硬件条件 1.30 0.19 0.44 6.74*** 0.19 0.19 45.50*** 

3 常量 36.47 2.48  14.67***    

 学习者态度 1.60 0.14 0.62 11.06*** 0.39 0.39 122.32*** 

4 常量 33.26 2.81  11.81***    

 学习动机 1.65 0.15 0.62 10.87*** 0.38 0.38 118.33*** 

5 常量 29.11 2.46  11.82***    

 学习者行为 1.93 0.13 0.71 14.15*** 0.51 0.51 200.43*** 

6 常量 32.80 3.14  10.433***    

 学习资源 2.12 0.21 0.58 9.86*** 0.34 0.33 97.35*** 

3.2.2. 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六个维度分别对学习效果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寻大学生基本认知、学校硬件条件、学习者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者行为以及学习资

源对移动自主学习效果的预测作用，分别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自变量“基本认知”对

于移动自主学习效果的变异的解释程度为 35%，一元线性模型检验值 F = 102.07，p < 0.001，回归系数 β
为 0.59，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基础认知”因子能正向预测学习效果。自变量“硬件条件”对于移动

自主学习效果的变异的解释程度为 19%，一元线性模型检验值 F = 45.50，p < 0.001，回归系数 β为 0.44，
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硬件条件”因子能正向预测学习效果。自变量“学习者态度”对于移动自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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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果的变异的解释程度为 39%，一元线性模型检验值 F = 122.32，p < 0.001，回归系数 β为 0.62，达到

显著性水平，因此“学习者态度”因子能正向预测学习效果。自变量“学习动机”对于移动自主学习效

果的变异的解释程度为 38%，一元线性模型检验值 F = 118.33，p < 0.001，回归系数 β为 0.62，达到显著

性水平，因此“学习动机”因子能正向预测学习效果。自变量“学习者行为”对于移动自主学习效果的

变异的解释程度为 51%，一元线性模型检验值 F = 200.43，p < 0.001，回归系数 β为 0.71，达到显著性水

平，因此“学习者行为”因子能正向预测学习效果。自变量“学习资源”对于移动自主学习效果的变异

的解释程度为 33%，一元线性模型检验值 F = 97.35，p < 0.001，回归系数 β为 0.58，达到显著性水平，

因此“学习资源”因子能正向预测学习效果。 

4. 提升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移动自主学习实效的对策建议 

4.1. 加大宣传力度，认清移动学习的辅助定位 

大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基本认知影响移动自主学习效果。因此，有必要提高大学生对移动自主学

习的认知度，加深大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了解。然而，互联网有利有弊的，所以需要学校教师和学工

办等相关部门，主动将传统的学习方式和新型的移动自主学习方式进行融合，可以增强对互联网移动自

主学习方式的宣传力度，树立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正确认知，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和保持良好的学习态

度，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帮助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促进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学习

效果的提高。 
由于移动自主学习碎片式学习的特性[7]，在进行一些专业领域的学习时，只是在原有方式的基础上

起辅助作用，并不是取而代之。通过移动自主学习，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学习自己所需的内容。因

此，移动自主学习建立在传统在线学习的方式之上，为大学生提供进一步的辅助学习。 

4.2. 发挥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制定合理的自主学习目标和计划，培养学生的移动自主学习能力 

虽然网络对于大学生学习起着广泛且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网络学习资源

的质量仍需提高，学校和教师对于学生的指导和监督有待加强，大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自控力和信

息素养亟需提高等，这些问题较大程度影响着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的效果。因此，在大学生移动自主学

习过程中，重视教师的引导和示范。首先，教师在网络课堂中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交流讨论，为学生答疑

解惑，课后花时间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这样会更好的因材施教。对于自控能力不足的学生还需要加强

监督，教师在增强学习的趣味性的同时培养学生学习的学习动机。其次，学生设立正确的学习目标的时

候提供一定帮助，让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布置富有创

意的课外作业，并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且教师应对学生进行正面引导，帮助

学生找到自己的定位[8]。再次，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着学习效果，针对大学生自发性、主动性不

强这一现象，在课程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注重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互联网，帮

其树立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的动机。同时，学校可开设移动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及学习策略的相关知识

讲座，以培养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策略。 

4.3. 加强网络学习资源的统筹建设，融合移动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 

学习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优劣影响移动自主学习的效果。网络上丰富的资源使学生不局限于传统的课

本内容，能随时随地进行检索、浏览和学习。网络学习资源的开发要根据本专业学生的切实需要，弥补

资源匮乏的问题。当下移动互联网资源已经可以充当一个移动的图书馆，建议学校建立网上移动学习平

台和移动图书馆，为学生提供质量高和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并且帮助学生对资源进行分类和利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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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以开设一些拓展专业知识点的视频课程，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师建立教学情境的提供

了很大的方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塑造与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的学习情境，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学

习效果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需要提升自己的检索能力，从而减少干扰性信息对有效信息的影

响，同时对学生的自控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此外，利用移动自主学习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设置问题情境，让学生

课下搜集资料，在课前共享资料，在课中讨论资料进而总结、凝练理论知识，丰富实践知识，巩固记忆。

在此过程中，大学生通过移动自主学习解决课程难题，能够充分感知到移动自主学习的实践价值，提升

自我效能感，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教师可开发网络课程或微课资源，大学生利用移动网络和设

备进行自主学习。 

4.4. 设计移动自主学习模式，完善监督和评价机制 

促进移动自主学习效果，应该构建移动自主学习模式，并完善相关的机制，推动大学生移动自主学

习，确保其长期的良性发展。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移动自主学习模式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应用

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碎片化”自主学习能力。 
 

 
Figure 1. The mode of mobile autonomous learning 
图 1. 移动自主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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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学生在课前根据教师指导及安排的学习任务，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选择在线学习资

源和学习内容，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进行移动自主学习，并定期总结记录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成果，

并提出遇到的各类问题；在课后根据教师对移动自主学习情况的评价和反馈，调整移动自主学习计划和

学习进度，与教师、同学之间开展线上交流与讨论，最后整理知识结构，完成对知识的内化与创新[9]。 
设计合理的移动自主学习监督和评价机制。一方面，建立移动自主学习外部监督机制。适度的外部

监督可以帮助引导学生融入移动自主学习过程，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对于参与学习频率较低、学习进

度较滞后的学生要及时跟进，采用短信、系统信息等进行提醒和督促；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推送相关

的拓展学习内容[10]。另一方面，健全移动自主学习的交流共享机制。教师可因势利导地设计一些有趣的

教学问题并放到手机的微助教、雨课堂中，引导学生发表看法，以玩促学，减少学生课内外玩手机的时

间；同时借助手机微信、QQ 等方式即可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交互式学习，跨时空地分享知识和交流思

想，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了朋辈激励效应，激发学习动

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11]。同时引导学生对自己移动自主学习的整个过程进行自我评价、相互评价。

另外，优化移动自主学习效果反馈机制。及时有效地反馈对于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既是一种评价又是一

种激励，对于大学生移动自主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及时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提升移动自主学习的实效。 

5. 结语 

本研究发现，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移动自主学习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大学生有移动自主学习的动

机，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移动自主学习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扩大宣传，发挥教师的引领示范作

用，加强网络学习资源的统筹建设，融合移动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构建“课前–课堂–课后”的移动

自主学习模式，提升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移动自主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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