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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政策的引领支持，网络教学模式不断被引入中小学领域，丰富了教学方式。然

而，从传统课堂教学到网络教学，物质空间、活动空间、心理空间等学习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将

介绍传统课堂与网课课堂的学习环境差异，以及阐述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实验的结果。本文分别提出了

老师，家长，社会共同抓好学生学习环境建设的方法，以期完成学生学习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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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policies, the network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enri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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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methods. However, from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o network teaching, materi-
al space, activity space,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other learning environments have changed a lot.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environ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online classroom, and explain the results of group experiment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op-
timize students’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of environment con-
struction that teachers, parents and society should do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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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学习环境的现状 

目前，我国中小学校的教学不仅采用校园课堂教学模式，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结合网课的形式。

根据姚奇福在《网络辅助教学理论与设计》[1] (2006)中提到网络教学是一种鼓励学生主动自主学习，改

进教学过程的方式，网络不仅是教学的工具，还是教学的资源和环境。北京师范大学的武法提[2]认为：

学习环境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学习活动的情况与条件。其中“条件”则包括物质条件(学习资源)
与非物质条件(学习氛围与教学策略等)。因而，网络课堂学习环境，就是在学习环境下引入网课条件。其

特点包含：学生教师双主体、在教室控制下进行学习、教师引导式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等。 
网课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的便捷性，但是也给了人们新的挑战，从网络教学环境出发：物质条件

上，网课学习的体态、光照、教具等条件或资源都失去了教师的直接控制，这将不利于教学计划的执

行。非物质条件上，网课学习的学习氛围丢失、师生隔离等因素使教学难以取得与面对面交流同等的

效果；此外网课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在线学习期间更易产生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中小学生的自律能

力、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偏低、这将使她们的思想行为出现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也给教师开展教学活

动带来新的挑战。 
根据 2020 年上海青年工作研究课题的线上问卷调查结果[3]，3885 名学生中有 30%在网课中显示出

烦躁，迫不及待想停止网课；33.69%的学生认为因为各种“群”与网络问题，网课教学降低了学习效率；

62.45%的学生认为自律能力一般，在不被约束的条件下学习效果不好；47.21%的学生表示网课期间与班

主任没有谈话；43.24%的学生表示家庭环境影响了教学，有 31.94%的女生表示学习环境偶尔收到家长干

扰，而男生的比例更甚，受到干扰的频率更高。 
综上所述，网络学习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与情况繁多且复杂，对象广泛，影响较大，值得引起重视，

故笔者将在下文就网络学习环境问题进行详细撰写。 

2. 网课期间的学习环境问题 

2.1. 问卷下发 

为了收集网课期间的学习环境问题，笔者团队选取了天津 6 所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发放线上线下调查问卷，共有 1073 人次参与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935 分。其中女生 438 人，男生 497 人，

初中生 724 人，小学生 211 人；问卷为李克特 5 点式，就影响网课学习环境的各个因素进行打分，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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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明显，5 分最明显。问卷调查结果表示得分最高的三个因素为：学习体态、家长的干扰、同侪效应

的影响，分别有 45.43%，42.23%，37.59%的学生选择了 5 分的选项。 

2.2. 动机式个案访谈 

笔者同时采用动机式访谈法，从天津市中小学生案主处得到了一些与本项目研究相关的、可进行深

入实验研究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帮助案主发掘网课状态下有利于提高学习能力的行为，引导其找到

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达到了预期的信息搜集与个案介入效果。个案介入过程如下： 

第一次访谈：建立良好关系 

2022 年 7 月 18 日 16:30~17:30 

地点：特约自习室 

目标：了解案主的学习情况，家庭情况等基本信息，和案主建立良好的关系 

参与人员：案主、项目组成员。 

项目成员：你可以不用这么拘谨，我们可以来做好朋友的。 

案主：你比我岁数大不少、我们可能没法有太多共同语言。 

项目成员：其实呢，虽然说我的岁数是比你大，但是其实我也是你的同校校友，我也曾经在你现在读的中学就

读，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教我社工哥哥。[明确身份] 

案主：社工是干什么的？ 

项目成员：简单来说，就是愿意帮你解决一些问题的朋友。[明确身份] 

项目成员：为什么在学校里，你会感觉学习劲头足，老师讲的课程也能听懂，而在家里就不这样了呢？[询问开

放式问题] 

案主：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在家里呆着我就是不想要学习。 

项目成员：为什么不想要学习呢？[询问开放式问题] 

案主：在家里呆着感觉比平时要累，有时候老师讲的感觉也没有平时听得明白。 

项目成员：是老师讲的不清楚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案主：可能都有吧，有时候早晨起来第一节课，我喜欢在床上躺着上，第一节课还经常是数学这样的课，有时

候一个不注意老师就把题讲过去了。 

项目成员：躺着上课确实有可能影响上课，你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一个礼拜的数学课都在桌前好好坐着上课，我

可以每周都来和你聊天一次，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案主：可以，其实我也不是听不懂数学，就是有时候感觉有点无聊，或者说犯懒，虽然说我现在不明白，但是

最后考试还是要考的。 

项目成员：是的，所以说如果你感到无聊犯懒可以来联系我，而不是这样子上课。 

案主：好的。 

第二次访谈：发掘案主学习动机 

2022 年 7 月 25 日 16:30~17:30 

地点：特约自习室 

目标：发掘案主内在动机 

参与人员：案主、项目组成员。 

项目成员：快来和我说一说你这一周过得如何？[询问开放式问题] 

案主：这一周有四节数学课，有两节课在早晨第一节，第一次我没有起来躺着上的，但是我第二次以及其他的

两节课都好好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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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员：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呢？[询问开放式问题] 

案主：第一次的时候我忘记了这件事情，那节课没有听得太明白，我这才想起了我们的约定，之后的课上我都

记着好好听讲，我感觉比之前吸收的更好了，就是有些之前落下的学习部分可能影响了我。 

项目成员：看来如果好好听讲的话，把数学学好也不是一件难事。[反应性倾听] 

案主：哈哈，我现在觉得也是，就是之前落下的有点麻烦。感觉又学新知识又学之前的跟不上。 

项目成员：如果说你每天在上课以外的时间里，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复习，你还是可以很快明白的。[提出建议] 

案主：可以是可以，就是有点累。 

项目成员：你觉得累是因为你想着以后每天都要有一段专门的时间来复习，但是其实这差不多是你半个多月的

目标，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学一个知识点就可以。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呢？ 

案主：是的。 

项目成员：你这么聪明一定可以做到的。[肯定] 

第三次访谈：建立良好关系 

2022 年 8 月 1 日 16:30~15:30 

地点：特约自习室 

目标：巩固改变计划 

参与人员：案主、项目组成员。 

案主：我上个礼拜的数学课都认真听讲，而且周一老师那里拿到了笔记，之后的每一次大课间时间我都会学习

一两个知识点，我的妈妈都很惊讶，感觉我变化很大。 

项目成员：在一周的时间里能够进行这么大的变化并保持住，你确实很厉害啊。[肯定] 

案主：但是我在数学课上还是有被点名但是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项目成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询问开放式问题] 

案主：到了一个新的单元，讲的东西和之前关系不大。 

项目成员：的确如此，你最近这一个月学习的都是几何方面的知识，而不是代数，我可以理解。[接纳] 

案主：下次我会在上课前先小小的预习一下。[引发改变语句] 

项目成员：上次你说感觉有些累，有没有想要一些对应的奖励？比如课余时间增加玩手机的时间之类的。[过渡

式摘要] 

案主：如果说能多玩会手机那还真的不错。[引发思考] 

项目成员：我看之前你还和我说过你妈妈喜欢在旁边看着你上课，现在还是这样子嘛？ 

案主：现在的次数比以前低了，以前可能是她害怕我不学所以总在旁边看着，那时候确实让我学起来有点小别

扭。 

项目成员：看来现在你学习态度好了以后，她也不太会频繁的监管你的学习状态了。 

案主：是的。 

第四次访谈：建立良好关系 

2022 年 8 月 8 日 16:30~15:30 

地点：特约自习室 

目标：展望未来 

参与人员：案主、项目组成员。 

笔者与案主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从访谈的结果来看，原先设定的目标都已实现，一方面案主的学习状态的得

到了较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项目成员对于这一段时间以来案主的改善做出了肯定。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266


任家威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266 8174 教育进展 
 

为了让小 L 明确自己的目标，项目成员让小 L 在本子上写下来了关于在初三一年进行的规划，以及在后续网课

中的行为策略。 

笔者虽然告诉案主这是最后一次访谈，但是之后还会对他的状态加以保持关注，如果他以后在生活学习中出现

了困难无法解决，仍旧可以来向笔者寻求支持与帮助。 

根据以上的个案访谈结果，也得到了学习主动性、学习体态等诸多学习环境的因素。 

2.3. 学习体态问题 

在学校教学活动中，坐姿作为一种学生最常见的体态，正确的坐姿，不仅具有可以保证阅读卫生，

控制好眼与书本的距离、控制好书本与视线形成的夹度，使文字形成清晰的景象提高阅读学习效率，

还可以避免颈部肌肉的疲劳，使脊柱颈椎保持更具持久力，保证大脑血液供应，防近视眼，有助于青

少年的身体健康[4]。而且在建立教师威信、增强学生的向师性，推动教学教育的顺利实施上也有着重

要作用。 
在笔者对学生的个案访谈中得知，在居家网课环境下，学生往往无法保持正确的坐姿体态，从而对

学生的学习结果以及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笔者团队就该问题进行了实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研究体态变化对学习的影响。体态变化

为自变量，共有四个水平，站姿、坐姿、躺姿、趴姿。分别用 a1、a2、a3、a4 表示。因变量为学习成绩

用 c 表示。学生的智力水平为无关变量，并根据实验前测试的学习成绩将被试分为 4 个区组，每个区组

有 n 个同质的被试，随机的把每个区组内的被试分配给每种实验处理。 
用 S1 表示区组 1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11, S12, S13, S14) 
用 S2 表示区组 2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21, S22, S23, S24) 
用 S3 表示区组 3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31, S32, S33, S34) 
用 S4 表示区组 4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41, S42, S43, S44) 
使用 SPSS4.0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描述统计结果、相关分析、事后比较、结果如图 1。 

 

 
Figure 1. Graph of learning somatic results 
图 1. 学习体态结果图 
 

该实验所采用的学习识记材料为注音符号，如：ㄚㄇ、ㄈ、ㄉ、ㄋ、ㄌ、ㄠ、ㄡ、ㄟ、一。学习时

长为 15 分钟，实验后结果表明：在预实验中得分均值无显著差异的被试们，躺趴体态组与坐站体态组在

学习后测验的得分均值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1)；测验得分与体态之间存在正相关性(r = 0.32)。 
这表明在居家网课环境下，一些中小学生不标准的学习体态会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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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习干扰问题 

学习是一项高度复杂的脑力活动，大脑需要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加工

整理，从而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这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即认知过程。对于中小学生而言，

高质量的学习不仅帮助学生们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取得良好的文化成绩，还能提高自我记忆力、理

解力、阅读力等多方面的综合素养能力。心理学家一直认为周围环境的背景音会影响人类的认知加工，

干扰注意力。无关言语效应[5]，是指与任务不相关的声音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认知加工活动产生抑制或负

向影响的现象。故学习环境构造的一大重心便是减少干扰源，如我国有在考场旁禁止鸣笛的要求。 
可在居家网课阶段，由于同学们所居住地段不同，家庭情况不同，时常会有如：毗邻繁华街道有车

来车往的声音、家长进行洗衣服这种响度较大的家务活动，或是老人观看电视收音机。这种干扰源发生

在家庭内外的现象。 
笔者团队就该问题进行了实验，具体流程如图 2，对 20 名被试进行自变量为噪声干扰的组内实验。 

 

 
Figure 2. Flowchart of the auditory interference experiment 
图 2. 听觉干扰实验流程图 

 

实验后结果表明：20 名被试在有、无噪音干扰环境下的测验得分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 = 0.02)，噪音

干扰与测验得分存在正相关性(r = 0.41)；20 名被试在有、无噪音干扰环境下的做题时长均值存在显著差

异(p = 0.02)如表 1。 
 

Table 1. Results of auditory interference experiments 
表 1. 听觉干扰实验结果表 

组别/数据 平均时间(单位：s) 平均得分 

对照组 914.6 19.5 

实验组 1178.8 15 

 
这表明在居家网课环境下，作用在家庭内外的干扰会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 

2.5. 学习心理问题 

学习不仅是一种个体活动，在学校环境的影响下，学习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在对学生的走访、问卷

中笔者获知，在居家学习时，没有其他同学的对照，学生对学业压力的基本危机感和紧张感不足，学习

态度普遍较为散漫。与其相关的理论为同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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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侪效应(Peer Effect) [6]又称为同伴效应，指人们根据他人行为作出相应行为，或是对他人的行为作

出相应反应的现象。同侪效应主要包含：关联效应、内生性效应与情景效应。关联效应指当不同个体共

处于同个群体中时，个体间行为会因个体特征而产生关联性的相似性为；内生性效应指群体结果将对个

体结果产生影响；情景效应指群体特征将对个体结果造成影响。本实验采用混合设计，研究同侪效应对

学习的影响。同侪影响为自变量，对照组落座相对分散，在学习材料时几乎观查不到其他被试，结束答

卷后不可离场。实验组落座较为集中，能够观察到身边被试作答状态，且组内安排有实验人员提早交卷

离场人为制造同侪压力，根据实验前测试的学习分数将被试分为 3 个区组，每个区组有 n 个同质的被试，

随机的把每个区组内的被试分配给两种实验处理。 
用 S1 表示区组 1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11, S12, S13, S1n) 
用 S2 表示区组 2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21, S22, S23, S2n) 
用 S3 表示区组 3 共包含 n 个同质的被试，如：(S31, S32, S33, S3n) 
因变量为学习成绩用 c 表示。学生的智力水平为无关变量，随机分配被试，保证两个组的被试皆为

同等数量、同等学习水平。实验开始前将给予被试指导语强调实验重要性，保证被试对实验的重视态度

和注意力集中程度。 
使用 SPSS4.0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该实验所采用的学习材料为原创计算方式，目的是使被试不受曾经的计算习惯、计算水平影响。在

本次试验中，规定“○”表示数字相乘加二，“△”表示数字相乘取倒数，隐藏主试将提前知晓并熟悉

该计算方式。 
实验后结果表明：20 名在预测验中做题时长与得分均值无显著差异的被试，在接受分组实验操作后，

对照组测验分数均值与做题时长均值对比预测验无显著差异；实验组做题时长均值显著短于对照组(p = 
0.03)，测验分数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如图 3。 
 

 
Figure 3. Results of the peer effect experiment 
图 3. 同侪效应实验结果图 
 

分析这种现象是实验组被试因受到学习压力的影响而出现做题方面的急躁现象，造成正确率下降。

这表明居家网课学习中，群体学习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3. 家长与教师在居家网课学习中的环境构造策略 

受疫情影响，学校心理健康老师无法及时对师生以及家长进行面对面心理辅导，我们从调查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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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家长比较喜欢从线上方式了解一些构造学习环境的知识与方法，这样子既可以让老师全心关注于课

堂教学，学生关注于线上学习；又可以让家长在力所能及的角度下尽量为学生提供较为良好的学习环境，

一下提供几种可行性建议。 

3.1. 保持正确体态 

已有大量心理学资料表明，体态行为对于个体的情绪情感以及觉醒状态有影响。 
因此作为有时间伴随学生居家网课的家长可以选择用提醒，督促的方式让学生在上课阶段以正确的

坐姿进行学习，防止学生因躺卧等不正确姿势学习造成生理与心理上的不适以及学习效果的降低。 
而在课间以及大课间休息时间带动学生进行拉伸、远眺、眼保健操等放松活动，减轻学生因长时间

久坐造成的腰背劳损与颈椎不适，以及长时间注视屏幕所带来的用眼疲劳、头痛等影响。为学生提供既

保证学习绩效又可呵护身心的生理保障。 

3.2. 降低干扰 

很多学生都反映经历过在自己屋内上网课的时候，家长进屋扫地拖地做家务，或是洗衣机吸尘器发

很大声的噪音；亦或者是简单的询问今天的菜肴、家养宠物的叫声等等。这些本来是家庭内部饱含爱意

的行为，却给不少学生在居家网课学习期间带来了“爱的干扰”。这种现象在有老年人的家庭中出现得

更为显著。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家长与学生之间相互包容理解，角色互换。家长应从学生的角度设想自己

是否喜欢在学习的时候被外界影响干扰，而学生也应理解家长居家家务的不易。双方可以达成比如：

“学习时不家务，放课后一起家务”这样的协定，做到家庭内成员通力合作，尽量减少干扰学习的因

素的产出。 
而如果是如因为居住地段毗邻闹市、公路，或是邻居装修等等问题，也应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与邻

居物业等进行交涉，减少噪音源；或是购买具有阻隔噪声效果的物品如隔音棉等，减少噪音传播。 
在面对其他外界干扰问题也应以这种“先降低家庭内干扰源，后降低家庭外干扰源”的方式创造良

好的学习条件。 

3.3. 师生、学生间互动很重要 

教师并非是干巴巴授课的机器，而学生也不是只会吸收的容器。心理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已经表明，

老师期望对于学生个体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一方面，教师对于学生所表露出的喜恶亲疏行为将会被学生

所感知；而学生对于教师的评价也会外化为行为反作用于教师以进行下次评价，达成一种循环。 
在线下教学中，教师可以很明确的了解到课堂内学生的听课情况：哪些同学认真听讲，哪些同学走

神。并可及时给出赞赏或批评。而在网课环境下受交流方式的限制，师生间交流变得比原先疏远，这便

不利于原有线下课堂教学中正负反馈的建立。 
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是同理，一个班级内由学生们交流为基础构建起的班风是我国诸多学校所重点建

设的对象。 
因此，针对该问题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交流应不仅局限在授课阶段，而应更加扩展，以下提供几

种建议： 
1) 教师应在课上课下引导学生积极问问题，一方面是切实提高学生的课堂吸收与知识掌握程度，另

一方面也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2) 应多组织班会等带有联谊团建性质的班会活动，贴近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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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于在 3 年疫情中存在教师与学生未曾谋面的情况，学校的心理教师，心理健康部门应制备对应

学习动机量表，并在班主任的安排下下发，令学生填写上传，以获取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基本信息。 
4) 家长也应鼓励有需求的学生主动向教师、同学进行交流，以达到学业与社交能力的充足发展。 

4. 网络学习环境的其他因素展望 

网课阶段的学习方式探究不是家长、学生、教师三者的单独任务，也是整个教育界以及社会需关注

的问题。我们不应将网课作为简单的教学指标应急手段，而应在实践中发展与探索这一新教学模式，并

在当中探寻出新的规律。 

4.1. 亲子关系 

居家网课是学生与家长营造良好亲子关系的重要契机，家长所要做到的不仅是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和

督促学习，更要抓住这一时机，更多的倾听孩子的新生，与孩子做到生活上的同频，及时关注孩子的身

心状况，鼓励孩子，引领孩子。 

4.2. 平台支持 

目前越来越多的平台、公众号均致力于网课模式教育的建设与探索，有在技术层面上提供更好的课

堂交互的网课平台，有在学习层面提出建设性建议的期刊与公众号，学校与社会应在海量的平台中甄选

出优秀的信息，鼓励师生家长使用、学习这些平台、小知识。以达到全社会对网课教学模式的助力发展。

从而实现中小学生更好地发展。 

5. 总结 

综上所述，针对于网课条件下的环境构造工作是充满挑战的，多种因素促使教师的教学活动要有所

创新、师生主体都要对于学习策略有新的认识，家长也应提供更好的家庭氛围。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

网课教学模式、优化网课资源、构建新的交流方式，提高师生有效沟通，关注不良家庭环境对网课产生

的不利影响；激发学生主体的学习动力，不断提高教师的网课教学的水平和策略应用能力，尽量通过有

效手段来消除不利影响。同时广泛征集社会支持与关怀，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进取包容接纳的网课环境，

从而推动教师教学、学生勤学、家长助学、社会伴学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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