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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考察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和社会存在感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744名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采用了社会存在感、社交媒体使用量表和远程学习投入量表。研究结果如下：1) 网络学习投

入在性别、年级、生源地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2) 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

系，社会存在感能正向预测网络学习投入程度；3) 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学习投入，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无法显著预测预测网络学习投入。研究结果显示，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引导大

学生以学习为目标使用社交媒体，并提高网络学习环境的社会存在感，对于促进大学生在网络学习中的

投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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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purposes of social media usage and social presence 
on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744 college 
students, utilizing measures of social presence, social media usage, and remote learning engage-
me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concerning gender, grade, and place of origin; 2) Social presence exhibited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with social presence positively pre-
dicting the level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3) Learning-focused social media usage was found 
to positively predic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whereas social-focused social media usage did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online learn-
ing environment,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use social media with a focus on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nhancing the social presence in th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hold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students’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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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3.81 亿，占网民整体的 40.5% [1]。网络学习近年来已

经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信息技术的急速进步已使大学生群体普遍采纳在线学习方式，这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疫情期间，互联网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阻隔，赋予学习活动更大的灵活性，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学习与休闲的边界，增加了这两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干扰[2]。鉴于网络学习投入是

指在线教育背景下探究学生学习投入。学习投入是衡量学习满意度和学业成就的重要指标，能较为准确

地预测学习者的网络学习质量和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3] [4]。同时，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与所要求的结

果直接相关的有目的的教育活动中的努力程度[5]。一个学生动机越强，越易于投入，他们的积极投入反

过来会强化动机。学习投入是关于学生和院校投入的时间、努力及其它相关资源之间的交互关系，目的

在于优化学生体验，强化学习结果、学生个人发展、学生表现(performance)以及院校声誉。在网络学习

过程中，学生投入水平越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越好[6]。 
以往研究发现，网络资源的利用[7]、学习支持服务[8]、教学管理制度[9]、师生交互，以及所在学习

共同体的特征，对网络学习投入有显著影响[10]。然而，迄今为止，鲜有研究者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和

社会存在感的角度来探究它们对网络学习投入的潜在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于 2021 年 10 月对某些大

学的学生进行调查，探讨网络授课中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与社会存在感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

结果有助于为促进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投入提供重要参考。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指基于 Web2.0 思想和技术基础之上的支持用户内容生成和交换的一组互联

网应用，允许人们进行撰写、分享、评价、讨论和相互沟通[11]。根据使用和满足理论，社交媒体使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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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划分为基于学习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12]。 
在职场领域，以往考察了社交媒体使用目的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得出基于工作、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均促进员工工作绩效的结论[13]。那么，上述结论是否适用于教育领域呢？有待进一步探讨。具体而言，

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对网络学习投入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及其存在的差异有必要深入研究。综合而言，

本研究提出假设 1：基于学习、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均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学习投入。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通过允许个人共同合作达成共同目标，从而促进协作学习和参与[14]，这显示了

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与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模式之间存在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很少

将社交媒体用于学习目的[15]以及学生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活动，而不是积极合作、参与或实

现学业目标[16]这些现象，理清学生网络学习中的不同社交媒体使用目的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还

有一些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对个体产生重大影响[17]，而在学习生活中，不难发现很多大学生花

费了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使用上，这对网络学习投入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显示，基于动机可以帮

助学生在学业上有内在的动力取得成功[15]，故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将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因为它

可能导致学生缺乏动力。因此，探究基于学习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和网络学习投入的关系，可有

效对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做出之道，从而提升学习投入。 
社会存在感是感是指在利用媒体进行沟通过程中，一个人被视为“真实的人”的程度及与他人联系

的感知程度。通讯媒体因它们的社会临场感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并且这些不同在人们进行交互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18]。当他们处在虚拟环境时，通过使用情感符号、讲故事甚至使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个性

化的自我，在其他线学习者面前能够呈现自己的真实存在，并且感觉到与他人是连通的[19]，还有一些研

究显示，社会存在感能够促进虚拟学习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交互，帮助学习者进行积极的协作，

增强在线学习者的归属感以及凝聚力，减弱学习者在线学习的孤独感[20]，虽然学生和教师只隔着一个屏

幕，但在网络学习授课方面，老师仍然存在一讲到底、与学生互动不足以及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因此，增强学生的社会存在感既是提高学生参与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减轻学生孤独感的关键因素。

故本研究假设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存在直接关联。Mykota 将社会存在评估为“关键的情感成

分和决定在线环境中互动水平和学习效果的一个更重要的结构”[21]，由此学生在网络学习中的社会存在

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社会存在感包括情感联结性(AC)、共同体意识(SOC)、相互尊重性(MAS)和交流开

放性(OC)这四个维度[22]。而只有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存在感与网络学习投入的影响，了解其对学生的影

响效应、关注学生在网课上的相关情感体验，才能有效提升学生在网络教学时的学习投入。综合而言，

本研究提出假设 2：社会存在感对网络学习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对象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法，在我国中部地区选取两所本科院校，以班级为单位对 927 名在校学生进

行在线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744 份。本研究将回答时间少于 4 分钟，回答不规范、不准确的问卷定

为无效问卷，剔除无效问卷。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 80.26%，其中包括 290 名男生和 454 名女生；农村生

源有 469 人，城镇生源 275 人；大一年级有 541 人，大二年级有 122 人，大三年级有 81 人。参与者的年

龄范围为 17 至 23 岁，平均年龄为 18.83 岁，标准差为 1.58 岁。 

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班级为研究单位，进行了集体测验。测试由心理健康老师担任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测试活动在班会或课堂上进行，以确保匿名性。测试时间约为 10 分钟，测试结束后，研究人员立即回收

数据，并随后对数据进行整理，排除了空白问卷和无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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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社会存在感量表 
采用孙烨超等编制的社会存在感量表，该量表共 14 个题目，包括 4 个维度，分别是相互尊重性(MAS)、

情感连结性(AC)、交流开放性(OC)、共同体意识(SOC)，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

符合)，并在以往研究中信度良好，得分越高，表明社会存在感越强。内部一致性信度 0.93。 

2.1.2. 社交媒体使用量表 
采用由张新等人(2018)修订的 Gonzalez 开发的社交媒体使用量表，该量表分为 2 个维度：基于工作

的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包括 9 个测量条目，采用 5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该量表

在以往研究中信度良好，本研究根据学习情景对基于工作的社交媒体分量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分量

表，改编为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分数越高，表明相应的社交媒体使用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学

习、社交两个维度的分别内部一致性信度是 0.80、0.75。 

2.1.3. 远程学习投入量表(Student Engagement in Distance Education) 
采用孙和卢埃达编制的远程学习投入量表[23]，该量表共 15 个题目，分为三个维度：行为投入(3 题)、

认知投入(5 题)和情感投入(7 题)，采用 5 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

信度良好，分数越高，表明远程学习投入越多。内部一致性信度 0.90。 

2.1.4. 社交媒体使用量表 
研究中使用 SPSS 26.0 进行了如下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来比较不同组间在网络

学习投入方面的差异；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来探究各因素与网络学习投入的相关关系；利用线性回归分

析和 Bootstrap 方法考察各因素对网络学习投入的影响，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P < 0.05。 

3. 结果 

3.1. 网络学习的一般情况 

843 学生的学习情况得分为(3.14 ± 0.17)分。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差异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1)，不同生源地学生差异有极其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01)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tuden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scores by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 x s± , Points)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网络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x s± ，分) 

因素 例数 网络学习投入 统计值 P 值 

性别   t = 2.79 0.005 

男生 290 3.23 ± 0.69   

女生 454 3.08 ± 0.69   

生源地   t = 3.50 <0.001 

城镇 275 3.26 ± 0.67   

农村 469 3.07 ± 0.70   

年级   F = 6.46 0.002 

大一 541 3.09 ± 0.69   

大二 122 3.18 ± 0.70   

大三 81 3.38 ±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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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存在感、基于学习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学习投入的相关性分析 

社会存在感，基于学习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两两呈显著正相关，且为中度相关；社会存在感，

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学习投入两两呈显著正相关，且为中度相关；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与网络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为低度相关，见表 2。 
 
Table 2. Scores of various variabl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2. 各变量的得分及相关系数 

变量 得分( x s± ) 1 2 3 4 5 

网络学习投入 3.14 ± 0.69 1     

社会存在感 2.99 ± 0.77 0.55** 1    

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 3.24 ± 0.89 0.47** 0.67** 1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 3.49 ± 0.85 0.35** 0.52** 0.68** 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社会存在感、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学习投入的多元

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性别、生源地变量之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如表 3 所示)：社会存在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学

习投入(β = 0.42, P < 0.001)，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学习投入(β = 0.20, P < 0.001)。 
 
Table 3.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3. 网络学习投入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R R² F β t P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网络学习投入 0.57 0.32 117.15   <0.001 

 社会存在感    0.42 10.24 <0.001 

 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投入    0.20 4.22 <0.001 

 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投入    −0.01 −2.43 0.808 

注：模型中的各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转换后放入回归方程。 

4. 讨论 

4.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本文数据结果表明，男生网络学习投入比女生总体得分高，城镇生源地学生学习投入比农村生源地

学生高，大三学生学习投入高于大二学生，大二学生学习投入高于大一学生。与以往研究：网络学习环

境下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年级、生源地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24]相符。具体来说，研究显示，男性

倾向于以更为稳定和积极的态度对待在线学习[25]。相比之下，男性不仅更倾向于使用多种学习策略，还

拥有更好的技术技能[26]。这些发现强调了性别在网络学习中的影响，为未来的研究和教育政策提供了有

价值的见解。生源地的对网络学习投入的影响，具体来说，考虑到“合作性学习”和“教育活动丰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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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两个维度，城市生源学生高于乡镇农村生源学生[27]，因此在网络学习中城镇生源地的学生倾向于

表现出更高的网络学习投入，这一趋势与农村生源地学生相比更为显著。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的

年级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随着年级的增加，学生的年龄和成熟度在塑造学习

者的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8]，而学习自控力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29]。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特定年龄段或特定文化背景的学生，因此结果的外推性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并考虑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学生，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4.2. 社会存在感、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学习投入的关系 

本文结果表明，社会存在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学习投入，网络学习投入与社会存在感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0]。究其原因，众多研究表明，在感知到更高的社会存在感时，学生更倾向于更

积极地参与网络学习活动。具体而言，在线互动会影响社会存在感，并通过社会存在感影响学习参与度

[31]，个体学习投入、努力程度越高，学习收获就越满意[32]；通过提高网络学习参与度增强学生学习满

意度，促进教与学的双赢[33]。同时，学生感到被认可和重要时，他们更可能积极地投入学习活动，表现

出更高的学习动机和努力程度。基于上述，社会存在感对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满意度都具有正向影

响，进而促使学生提高其网络学习投入水平。 
本研究发现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学习投入，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

学习投入对学生学习投入影响不显著。即高等教育中的社交媒体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和学术成就[34]，并有

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设[35]。与以往研究：当社交媒体部署用于学习时，社交媒体可以促进在线学习的

发展[36]一致。假设 1 与本研究“基于社交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学术网络学习投入影响不显著”的结论有所

出入，具体原因仍然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供了证据支持社会存在感和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学习投入之间的正

向关系。这一发现强调了在教育环境中重视社会存在感和基于学习的社交媒体使用的重要性，并为促进

学生在网络学习中的积极参与提供了有益的信息。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相关机制和因果关系，并

为教育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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