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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数字化为数字时代教育改革指明方向，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发展是符合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

势的重要举措。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学习体验、关注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成为近年来国内思想政治教

育领域专家和学者的关注焦点。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高校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相关研究文献发

现，相对于国外学者围绕不同学科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促进策略、测量与评估等方面开展的

探究和研究，国内学者更多聚焦于网络直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双面性问题、思政课直播教育教学

策略、学习者直播学习体验等视角，并由此提出改善我国高校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的未来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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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points the way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digital era, and the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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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 use of dig-
it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live learning ex-
perien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for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summa-
rizes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to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promotion 
strategie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different scientific stu-
dents, domestic scholars are more focused on the double-sided issue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as a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live stream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 live learning expe-
ri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uture main direc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iv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r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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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

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1]。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思政课要“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2]。互联网时代要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就需要思想政治教

育者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当前，在我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范式也随着

教育场景的延展发生了深刻地改变，直播学习场景已经成为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场景，思政课直播

互动教学、思政课沉浸式教学等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应运而生。这些新型思政课教学组织形式充分肯定了

学生自身体验在认知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不同时空的身心经历的依赖。它们通过创设具有

“在场”感的时空境遇和社会文化环境或虚拟现实场景，影响学生的身体状态、外在感知、活动方式，

使学生对人物、事件等“现实”，产生真实的感官体验，触发愉悦、感动、愤怒、倾慕等多种情感体验，

并以此为基础，经过思维的隐喻映射，促进学生形成对“现实”的基本认知[3]。因此，通过梳理学生参

与高校直播思政课这种新型教学组织形式的学习体验，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新途径，为我国高

校思政课数字化的发展以及新型教学组织形式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启迪，具有较大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方法与数据 

本文使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遵循常规程序“计划”“文献搜索”“文献评估”“数据资料抽取”

“数据整合”和“撰写综述”来开展综述。本文选择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Web of Science 等中外文综

合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经过多次试验，确定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或“思政课”，并结合关键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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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体验”或“直播学习体验”或“在线学习体验”或“学生学习体验”或“Course learning experience”
或“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进行主题检索。经文献去重、初筛、深度筛选、文献追踪、质量评估后，

最终纳入综述中的文献数为 33 篇，覆盖了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符合纳入标准的全部文献。33 篇文

献主要来源于《中学政治教学参考》(4 篇，12.12%)、《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 篇，6.06%)、《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2 篇，6.06%)等期刊，包括实证文献 13 篇(39.39%)、观点型文献 20 篇(60.61%)。本文对筛选

出的核心文献进行重点阅读、概括总结、提炼观点，进一步深层次地理解高校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

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3. 国内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以往学者的文献发现，当前学界主要从思政直播教育的优缺点、思政课直播教育教学策略

以及学习者直播学习体验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 网络直播作为思政教育载体的双面性研究 
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直播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许多学者关注到了网络直播作为思政教育载体的双

面性问题。一方面，网络直播作为一种价值承载平台能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享用、凝聚、导向

作用。网络直播、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等崭新载体不断涌现，新媒体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

以实现、方法更加多元、内涵更为丰厚，更能够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教育时空性更强、跨界性更为明显，

效果更好、更为长远[4]。任雪等(2023)认为高校思政课可以将实景体验、情景模式、线上直播、研讨互

动等先进技术手段融入课堂，为学生展示红色文化旧址、革命遗址，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学习氛围中激

荡爱国情怀、感受精神伟力[5]。刘颖洁(2022)提出高校思政课可以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室、移动直播等技

术，为学生打造智慧互动、沉浸体验的教学课堂，对思政课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丰富教学内容供给[6]。
宋来等(2020)强调通过直播加强思政课教学的互动性，教学内容能够完整传递给学生，沟通互动快捷有效，

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与困惑[7]。孙忠良等(2018)也认为把思政教育搬到直播平台上，让思

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更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有效地拓展了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影响力、辐射力[8]。
另一方面网络直播所呈现的内容价值多元化、泛娱乐化、泛消费化和泛情绪化，隐含价值偏差、伦理失

范和话语失序等问题[9]。大学生因参与或观看网络直播而形成的虚拟化的社交观、情绪化的消费观和功

利化的职业观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0]。曹秋(2021)提出网络直播包含大量不良内容，导

致传统课堂教育效率降低，也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受到挑战[11]。 
(二) 思政课直播教育教学策略研究 
关于思政课直播教育教学策略研究。潘莉等(2023)提出高校思政课主动运用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技

术创设虚拟学习场景，打造“云课堂”“云参观”“云互动”等线上学习场域，选择在线直播课堂、网

络点播教学、在线开放课程、视频公开课等多种在线教学形式，更快捷、泛在、全时、直观、立体地以

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抽象的理论内容鲜活呈现，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使学生对思政课既“想

学”又“爱学”[12]。沈震(2020)提出“在线直播同步教学与思政课全员互动教学”的教学组合形式，并

从教学设计、组织、管理、评价四个方面思考思政课直播互动教学的应用策略[13]。毕亮等(2021)提出新

时代应从价值引领、内容建设、增设网络把关和打造官方平台四个方面坚持“网络直播 + 思想政治教育”

常态化的实践路径[10]。丁若浩(2021)坚持必须从价值融合视域出发发挥网络直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功

能，提出应科学设置以主流价值为导向的网络直播议题、积极培塑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网络偶像、注重打

造符合公共价值取向的在线情境以及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互动关系与价值共识[9]。张炳林(2020)
提出教师开展网络直播教学可以从数字化资源、学习活动、交互距离、过程监管、学习体验以及教学经

验积累六个方面进行优化提升[14]。常咏梅等(2020)针对同步直播教学的特点以及实施中的现实问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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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角色理论、教与学再度整合理论和持续关注理论的核心观点，分别从课前的协助预备策略、课中的辅

助引导策略和课后的相助辅导策略三个阶段提出了同步直播课堂远端教师的助学策略[15]。 
(三) 学习者直播学习体验研究 
关于学习者直播学习体验研究。马莉萍等(2022)基于对中国研究型大学师生问卷调查并匹配行政数据

的研究，比较了学生在同步直播和异步录播中的学习体验与效果满意度发现学生对同步直播的学习体验

满意度显著高于录播课，但是对两类教学形式的效果满意度并无显著差异[16]。陈昊和谢清瑶(2021)研究

发现学生在慕课教学、网络直播教学和在线互动教学方式中学习体验较好，其中在线互动教学得分最高

[17]。王运武等(2021)将传统在线教育与直播教育相比较后发现，直播教育在情感交流、临场感、交互性、

教学资源时效性、个性化学习体验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18]。在线上教学过程中，课堂囿于时空的障碍而

被分割成分散的教学单元，因而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群体之间的屏障应运而生，因此师生互动和生生互

动受到阻碍，相比于录播或文字加音频，直播和讨论都是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

互动中的壁垒和障碍，学生参与感提高，线上学习体验随之提升[19]。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直播教师的教学

能力与水平以及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影响着直播课学习体验和成效[20] [21]。但与此同时，直播教学也存在

一些弊端，会影响学生的直播学习体验，如在线教学过程中缺乏眼神等更加“立体”的交流，深入的讨

论受限于屏幕阻隔而难以持续；即兴与随意的互动难以实现；小组讨论时教师巡视得不到支持，因此教

师与小组的互动较差，课后小组合作的有效性也较低[22]。 

4. 国外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以往学者的文献发现，了解到国外关于课程直播学习体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学科学生

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促进策略、测量与评估等方面。 
(一) 关于在线学习体验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方面。Conrad Colin 等(2022)调查了 COVID-19 时期在线学习环境的学生体

验，发现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会受到信息过载和感知技术技能要求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为了成功实现高

等教育的数字化，院校需要系统地重新设计学生的学习体验，重新评估在线环境的传统教学方法[23]。
McMillan 等(2022)在考察口腔医学生在线同步学习舒适度的影响因素中发现视频会议体验与回答问题和

在突发事件中互动的舒适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4]。Islam 等(2022)研究发现缺乏在线学习管理系统

(OLMS)与 COVID-19 期间孟加拉国牙科学生对在线学习体验的不满有关[25]。Hewei 等(2022)在研究艺术

与设计专业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意向的影响因素中发现在线课程的专业性、互动性、趣味性和易用性等

变量对大学生的用户沉浸体验和学习意愿有积极影响；沉浸体验对学习意图有积极影响；沉浸体验在在

线课程信息特征和学习意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26]。Park 等(2020)研究发现在线学习中使用互动式交流工

具可以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并提高学生对教师在场的感知，从而最终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

[27]。Pillai 等(2020)使用社区框架模型调查了印度学生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 的在线学习体验，结

果表明，教学存在、认知存在和社会存在共同影响 MOOC 的在线学习体验[28]。 
(二) 关于在线学习体验促进策略的研究 
在线学习体验的促进策略方面。Ho Ree 等(2022)考察商科学生在高等教育层面的直播体验中发现学

习者从直播中获得的满足感鼓励着他们与导师合作，以达到学习成果，为如何进一步发展直播学习环境

以促进自我导向学习提供了新的思路[29]。Rohles 等(2022)研究发现用户体验促进数字化概念图绘制效

果，在数字化概念图绘制中需要考虑用户体验，为学习和评估提供积极成功的环境[30]。Hariharan 等(2021)
根据微生物学课堂上学生的调查结果提出通过增加熟悉度、鼓励但不强制在线小团体使用摄像头、为在

线人群定制积极的学习活动，以及允许获取演讲录音和成绩单等课堂管理策略来提高学生的在线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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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体验[31]。 
(三) 关于在线学习体验测量与评估的研究 
在线学习体验的测量与评估方面。Chen (2023)探索了国际学生在 COVID-19 期间的应急远程教学学

习体验，重点关注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学习偏好和表现，研究发现国际学生比国内学生更容易接应急远

程教学的在线传递方式：他们更喜欢异步课程，这主要是由于时区和互联网连接问题；并指出在线学习

的优势包括灵活性，不需要通勤，节省时间和金钱，在家里有更轻松和更安全的学习环境，更容易通过

聊天功能参与课堂；当然在线学习也有缺点，包括感觉没有动力和参与，更孤立，在休息室工作困难，

以及互联网连接和时区等问题[32]。Coşgun (2022)使用布鲁姆的数字分类法作为框架，评估了 COVID-19
背景下的教师培训的网络直播学习体验，研究发现网络直播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得教师记忆、理解和分析

技能比应用、评估和创造数字分类法中的思维技能更好[33]。Abu 等(2022)确定了影响学生在线学习满意

度的七个因素(质量、互动、信息技术、学术经验、理解力、学生支持和评估)，以及四个人口统计学因素

(平均绩点(GPA)、性别、国籍和专业分类)来评估高等教育机构的在线学习体验[34]。 

5. 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研究的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于高校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

研究丰富，多聚焦于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在线学习体验的促进策略、在线学习体验的测量与评估、

同步直播和异步录播的学习体验与效果满意度的关系、在线学习体验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等，这为我们更

全面、更清晰地掌握探究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的研究现状，发现我国直播思政课这种新型教学组织

形式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阶段的不足，为改善学生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提供较好的启迪和新思路。相信

在未来，随着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将迎来精准化、智能化、沉浸式

的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直观立体、沉浸探究式的思政课直播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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