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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逐步迈向知识和信息爆炸式的知识信息化时代。碎片化的学习模

式应运而生，与其他传统学习模式相比，碎片化的学习方法可以给广大学习者带来全新的个性化学习经

历，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大学生的关注。通过长期的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深入地了解到我国碎片化学习的

现状，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得出原因，并提出建立系统的认识体系、有效地利用和获取碎片化学习资源、

增强碎片化学习资源选择的能力、知识管理的能力、提升碎片化学习计划管理的时间，提升我国碎片化

学习计划管理的能力、交流协作的能力以及反思的能力这几点大学生提升碎片化学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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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ur country is entering an infor-
mation age of explosiv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 method of teaching fragmentation is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 Compared to other traditional teaching me-
thods, fragmentation learning method can bring brand-new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 to 
the majority of learners, and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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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literatur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fragmentation study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then examine the causes and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osed system , effective use of and access to fragmentation learning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fragmentation learning resources selec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ragmentation study plan management of time. Improving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as well as partial thinking skills in curricula, these are the strategies for col-
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fragmented learning. 

 
Keywords 
Information Age, Fragmentation Learn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网络市场经济等通信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发展，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劳动工作

的步伐也加快了，一方面，智能终端的使用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提高了学习效率和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时间碎片化的现象高频出现，变得越来越严重。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控制和总揽整个时间，

在有限和分散时间内，出现一种学习速度快、效率高学习能力好等趋势。时间的碎片化使得“我们的工

作和学习时间不完整、短暂、琐碎和无关紧要”[1]。知识被系统地划分为几个知识点，如果不掌握正确

的教学方法，就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有学者明确指出，“碎片化学习被视为自主学习和自发学习的

重要手段，其特点是方便、灵活、灵活和无处不在”[2]。在信息化时代下的背景下，碎片化学习被认为

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它体现了信息时代的重要特征。“碎片化学习是一种非正式的学习形式，这不

同于传统的正规课程学习”[3]，逐渐理解碎片化学习的必要性和被动性。此外，碎片化学习的特征也在

逐步协调，即“时间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平台多样性[4]。综上，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学生的碎片

化学习情况，帮助学生合理运用碎片化学习，分析碎片化学习的特点和低效原因，探索优化碎片化学习

的策略。 

2. 碎片化学习核心概念及特征 

2.1. 碎片化学习的核心概念 

目前许多研究来定义“碎片化学习”，但是并没有创建一个一致的概念。就像《教育信息化的新发

展：国际观察与国内动态》这篇祝智庭教授的文章中指出：学习碎片化更大程度起始于信息碎片化，进

而带来知识碎片化、时间碎片化、媒体碎片化等[5]。张克永在《碎片化学习中的认知障碍问题研究》中

认为，学习者在社会生活中随心、随时、随地，通过多种媒体对知识进行片段式地学习，从而增进知识

提高技能[6]。王竹立将碎片化学习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碎片化学习指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

碎片化资源、碎片化媒体进行的正式与非正式学习，而狭义的碎片化学习则限制在上述定义中的非正式

学习范畴[7]。据此本研究将基于移动学习环境的碎片化学习概念总结如下：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各

种媒体学习碎片化的信息，在零散时间和学习方式上提高知识和技能。碎片化学习是在琐碎时间和分布

式空间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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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碎片化学习特征 

2.2.1. 学习时间和空间不受限制 
由于学习媒体的灵活性，学习者的关注也在逐步分散和割裂，互联网发达，便捷了沟通，便捷了信

息的获取，但是也被打扰着，拥有一个 4 小时以上的整块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奢侈。让学习者利

用零碎时间根据自己的学习跨越空间和时间，例如等电梯，上下课赶路，等车的时间，甚至是上厕所的

时间都可以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最大程度地满足学习者的知识需求。 

2.2.2. 学习内容的微型化和碎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信息，文字，画面，视频层出不穷、丰富多样，教育资源和信息不再单单

是完整和有条理的，还有破碎的或分割成小块，信息点被划分，学习内容按照整体变得碎片化、微型化。 

2.2.3. 学习媒体的广泛性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智能设备在公众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应用程序旨在搜索和捕获各种设备。

借助多种学习工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所需的内容，并且学生有多种选择，也无需支付太多

费用或免费即可获得各种学习体验。新媒体为学生营造了学习环境，使学习更轻松、更愉快。 

3.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 

3.1. 学习态度维度的分析 

通过对哈尔滨师范大学 200 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能够得知 80.5%的大学生都知道碎片化学习

方法，只有 3.5%的学生不了解这种学习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碎片化学习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普

及率是特别高的，大部分学生都对其有所了解，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69%的学生愿意利用闲暇

时光进行碎片化学习，仅有 1.9%的学生不想在空闲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这所占据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

由此可见，碎片化学习还是被大部分学生所接受的，他们愿意去进行碎片化学习，对碎片化学习有良好

的态度。 

3.2. 学习资源维度的分析 

在这 200 名学生中，他们更倾向于去选择完善通畅的学习资源类型，在选择此类资源时，他们会产

生更加优越的学习体验感，进一步提升学习兴趣，从而更好的展开碎片化的学习。在学习资源的选择上，

半数以上的学生学习是为了获取与专业知识相关的学习内容，补充专业知识。有 21.5%的学生不确定，

可能在他们的碎片化学习中内容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内容以外，还获取自己感兴趣的

知识内容或者是与考试有关的知识内容。 

3.3. 学习交互维度的分析 

在学习中比较愿意与教师交流、沟通的学生占了 32.5%，完全愿意与教师沟通的学生占了 13.5%，有

半数以上的学生是不愿意和教师沟通交流的。学生不愿意和其他学习者沟通交流的原因，有 68.5%的同

学是因为碎片化学习过于零散，不知道如何交流。46.5%的学生是与老师、同学间的关系不密切，碍于情

面。47.5%的同学是因为自身性格的原因，性格内向，不好意思和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仅有十分之一的

学生是因为没有老师与同学的联系方式而不能进行学习交流。 

3.4. 学习管理维度的分析 

200 名学生中有 46.5%的学生比较愿意去规划管理碎片化时间，有 15.5%的学生完全愿意对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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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间进行管理规划。还有 23%的学生对此感到不确定，仅有 1%的学生是完全没有规划管理碎片化

时间的习惯。虽然大部分学生有规划管理碎片化时间的习惯，但是能把计划坚持下来的却不多，其

中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62.5%的学生有拖延的习惯，这导致制定的计划迟迟不能开始。还有 62.5%
的学生认为学习时间太零散，易中断。56.25%的学生计划制定的不够合理，导致实施的时候会有各

种阻碍因素。50%的学生是因为意志力不强，还有 43.75%的学生是由于注意力容易分散，学习效率

不高。由此表明，对于时间的管理意识，很多学生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但是时间管理能力远远不能

达标。 
对于碎片化学习内容的反思，超过一半的学生都不能对碎片化学习内容进行反思，对于碎片化学习

的内容，学习者仅仅是有了简单基础的了解，并没有对知识进行进一步的深化。调查结果表明，有接近

半数的学生不能够进行即刻的梳理，也很难做到第二次利用。其中有 29%的调查者几乎不会去整理碎片

化学习的资源。但总体上来说，当代大学生是具备资源管理的意识，只是还有待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

提升资源管理水平。 

4.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低效原因分析 

4.1. 碎片化学习目标不明确 

碎片化学习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学习需求创造的一种非正式学习模式，没有监督和外部指导，

学生通过自我控制来学习，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假设学生的心态容易被影响，不够良好，也没有清晰而明

确的学习目标，那么在出现学习困难时很容易停下来，并最终导致碎片化学习只停留在表面。学习目标

对任何学习都至关重要，如果大学生满足于在碎片化学习中消磨时间，他们就会制定降低他们学习水平

的计划，这就导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热情的心态去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从而影响学习的参与过程

和学习效果。 

4.2. 碎片化学习能力不足 

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有着显著的不同，大学生除了基本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外，

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自己喜欢的内容进行自由的学习。通过零散的碎片化学习可以弥补专业内学习的

空缺。高质量的学习可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阶段提升。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进行

碎片化学习的过程中，多数学生的碎片化学习能力欠缺，碎片化目标计划管理不明确，并且很少制定目

标。在学习中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流，不管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学习结束后，学生很少进行反思，由于碎

片化学习能力有所欠缺，导致当前大学生碎片化学习效果欠佳。 

4.3. 碎片化学习行为缺乏理论指导 

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碎片化学习的过程中，大学生也应该有一定的指导方针，以进一步增

强学习过程，优化学习结果。但是，根据调查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绝大多数大学生没有科学的理论支

持，他们没有学习目标，只是在空闲时间广泛的没有明确目的得选择自己喜欢的，不讲究学习的方法与

策略，仅能对少部分知识有印象。 

4.4.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求量不求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网络上能供我们学习的知识种类繁多，我们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获取想要了解的信息，这样，学生很容易忽视基础，坚持形式，停止思考，导致学生只是粗略的扫

描知识，追求阅读的知识数量，成为知识的承载着，从而降低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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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学生提升碎片化学习策略 

5.1. 提升碎片化学习资源选择能力 

在进行碎片化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学生被各种丰富多彩的无关信息所吸引，时间就会被大量浪费，

例如：学生原本只想在哔哩哔哩上面查询数据分析的相关视频进行学习，但是却被推送出来的美食、穿

搭视频等吸引。原来半个小时的学习内容甚至会拉长到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这样学习效率就会大打

折扣。大量经过人为“简短化”、“浓缩化”充斥着感官刺激的信息，在不断冲击我们的精神世界。我

们沉溺与碎片式短信息带来的感官刺激，并如同上瘾一般，极力寻找相同的信息刺激，与此同时，大数

据算法的诞生，为我们寻找相同，甚至是更加强烈的信息刺激提供了便利。但是，相应的负面效应也开

始显现：像如“信息茧房”效应、“耐性丢失”效应、“自我认知固化”效应等等，都在长期大量同类

信息的反复冲击下越来越明显。 
因此，在碎片化学习的过程中进行资源选择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选择资源的能力，

防止被不相关的信息所吸引。实现碎片化学习的高效化。我们可以把碎片化资源的选择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个体需求的角度来讲，学习者要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学习资源，选择合适且匹配的学习资源；

另一方面，从一个具体且清晰的问题来讲，学习者此时选择的碎片化知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

际需求。学习者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开展碎片化学习资源的选择，都可以聚焦到具体的需求，规避学习资

源选择的盲目性，从而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 

5.2. 提升碎片化知识管理能力 

选择的碎片知识可能会呈现杂乱而没有条理的状态，大学生必须不断调整所学的各种知识，并把他

们进行分类处理，大致确定选择的碎片化信息有几个方向，在本子或者电子文档中分类出来：如提升自

我、教师技能书籍信息等，把需要记录的信息碎片摘抄下来，尾部备注这个信息我怎么用，对我有什么

帮助，记录当时保存的理由。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学习过程，形成知识体系。利用碎片化时间

学习也好，赚钱也好，打发时间也好，但是不要盲目重复这个动作，在看了一定的短视频或文章后，要

对知识进行整合，提高自己的认知。大学生应该把移动学习工具变成更快、更有用的学习工具，利用百

度云盘等联网设备，将碎片化信息存储在软件中，让大学生随时随地学会归纳、总结。当有目的的管理

宽泛的碎片化知识，学习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归纳学习体系，形成自己方便理解的知识网。 

5.3. 提升碎片化学习时间 

大学生必须学会管理碎片化的时间，改善和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大学生需要学会充分利用空闲时

间，掌握科学合理的碎片化时间管理方法，首先，没有目标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必须有一个明确

的目标，根据目标，对碎片化时间进行合理规划。其次，对于碎片时间的长短，应该做出相对应的规划

和安排，保证时间的合理性。对于比较短暂的碎片化时间，应该安排一些基础易完成的任务，而对于相

对充裕的碎片化时间，可以做一些耗费时间长且有难度的任务。使碎片化时间弹性化，发挥碎片化时间

的最大价值。最后，对碎片化时间做出合理规划后，大学生也要提高行动力和执行力，不可将碎片化时

间管理变为空谈，让时间管理发挥真正的用途。 

5.4. 提升碎片化学习计划管理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在进行碎片化学习时，虽然他们有预期的计划和学习目标，但由于他们的在行动过

程中会出现拖延和懒散的现象，他们往往只会让这种目标流于形式化表面化，导致碎片化的学习效果不

佳。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和精力状态都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节律安排。自我控制是管理过程中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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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部分，学生应设定基于情境的学习目标，并计划实施学习目标以促进学习。完成目标的实施，从

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对培养计划完成情况比较好的实行奖励，完成不好的采取惩罚措施，摆脱学生普遍

存在的滞后现象，并保持实现长期实行碎片化学习的意愿。 

5.5. 提升碎片化学习交流、合作能力 

大学生应与教师和其他学生沟通和合作，以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从问卷结果来看，很明显，只

有少数大学生会和别人在碎片化学习中进行交流和讨论，而大多数学生仅仅是自己学习，导致学习效

率低下。大学生最好应参与一个全面的交互式学习过程，分享经验，并与教师和其他学生合作解决问

题。虽然碎片化学习是一种自学形式，但在教师的指导下，大学生可以避免不确定性，避免误区，提

高学习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通过与其他学生交谈来探索他们学到的不同东西并增强他们

的成功感。要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分享知识。学会与他人分享信息，进行合作式学习，输出就是最

好的输入，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吝啬自己的知识分享，一个人的思维往往是偏封闭的，但一群人的

思维却能让知识网络走向完整。此外，大学生应明确，碎片化学习交互应主要侧重于解决问题和资源

共享，而不是娱乐。 

5.6. 提升碎片化学习反思能力 

不论是在学习期间，还是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大学生通常不能够很有效的进行反思，缺乏反思力

成了普遍问题，因此要加强大学生的思考能力，才能在碎片化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效果。首先，大学生

要对碎片化学习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包括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学习模式、不同

的学习成果。不断思考和提问，增加不同知识的数量，在思考上进步，促进知识的转移。其次，及时

反思是发现问题的有效方式，只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才能够及时对问题进行修复。我们可以把反思

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我反思，反思碎片化学习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出现问题后应该在哪些地

方加以改进，并不断改变学习的过程和态度；第二类是集体反思，学生在教师与其他学生分享经验和

讨论时进行反思。通过倾听他人的观点，总结经验。发现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难点与问题，并继续改进

优化碎片化学习过程。 

6. 小结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学生学习中寻找碎片化学习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有效补充，也是当前

教育改革创新的需要。了解当代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的现状，并分析原因从而得出具有针对性的培养策略

是本研究的目的。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大学生碎片化学习存在的不足，之后经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问卷分析结果，探究得出了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目标不明确，碎片化学习能力不足，碎片化行为缺乏理论

指导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因此关于大学生提升碎片化学习策略也从学生本身出发，比如提升碎片化学

习资源选择能力、知识管理能力、提升碎片化学习时间，提升碎片化学习计划管理能力、交流合作能力

以及反思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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