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12), 5159-5168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703  

文章引用: 吴冰, 赛争奇.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元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12): 5159-5168.  
DOI: 10.12677/ass.2022.1112703 

 
 

MOOCs采纳行为意图的元分析 

吴  冰，赛争奇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18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6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14日 

 
 

 
摘  要 

MOOCs学习具有巨大优势，随着MOOCs在全球的发展，在MOOCs采纳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受

限于研究理论和研究样本，这些研究可能出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情形，因此需要综合MOOCs采纳研究文

献进行元分析，但目前MOOCs领域的元分析研究尚缺乏。本文广泛收集MOOCs采纳实证研究，筛选出

43篇文献，采用元分析探讨MOOCs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以及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1) MOOCs使用态度对MOOCs采纳行为意图有较强的正向影响；2) MOOCs感知有用性和内在动机对

MOOCs采纳行为意图有中等强度的影响；3) MOOCs感知易用性和主观规范对MOOCs采纳行为意图的影

响较弱；4) MOOCs感知行为控制对MOOCs采纳行为意图无显著影响；5) 文化背景作为调节因素，作用

于MOOCs感知易用性对MOOCs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本研究为MOOCs采纳研究构建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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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OCs learning has great advantages. Wit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MOOCs, many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adoption of MOOCs, but limited by research theories and research samples, these stu-
dies may have inconsistent research results, so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se researches by 
meta-analysi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meta-analysi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OOCs. Based 
on the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adoption of MOOCs, this paper selects 43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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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tures, and uses a meta-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OCs adoption beha-
vioral intention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OOCs use attitude has a strong positive effect on MOOCs adop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2) 
MOOC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have a moderately strong influence on 
MOOCs adop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3)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of MOOCs and the subjective 
norm have a weak influence on MOOCs adoption behavior intention; 4) MOOCs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OOCs adoption behavior intention; 5) Cultural background as 
a moderating factor, influences MOOCs perceived ease of use on MOOCs adoption behavior inten-
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MOOCs adop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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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作为一种教育创新，具有以下四点优势

[1]。首先，基于互联网的普及，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习者都有接触到 MOOCs 的可能，这意味着全球的

学习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以往不能接触到的优质课程与教育资源。其次，MOOCs 学习通常是免费的，

因此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对于教育资源有限的不发达国家的学习者来说，使用 MOOCs 学习具有成本效

益。第三，MOOCs 为学习者提供种类繁多的课程，以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最后，MOOCs 的普及可

以为不发达国家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资料，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虽然MOOCs面临着辍学率高和课程完成率低的问题，但完成率不应是评估MOOCs成功的标准[2]，

因为学习者参与 MOOCs 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MOOCs 学习者可能是出于好奇心，或者通过课程的某

些模块获取知识。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习者参与 MOOCs 的原因也各有不同[3]。因此，深

入了解 MOOCs 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推进更多用户从 MOOCs 学习中受益。 
随着 MOOCs 的发展，针对 MOOCs 应用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但由于研究背景、样本量和样本特

征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整合，因此，需要采用元分析方法综合评价研究结果[4]。
本文综合现有 MOOCs 采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整合技术采纳理论(TAM)、计划行为理论(TPB)和
MOOCs 学习者内在动机，同时考虑到 MOOCs 学习者来自全球，纳入文化差异作为调节因素，采用元分

析为 MOOCs 采纳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框架。 

2. 现有研究评述 

目前对 MOOCs 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针对单一平台学习者的 MOOCs 采纳行为，一类是从动机理

论角度研究用户采纳MOOCs的动机因素，另一类是从技术平台角度研究用户采纳MOOCs的技术接受因素。

虽然现有研究对 MOOCs 采纳行为的成因进行了解释和预测，但学习者通常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差异可能

导致不同的 MOOCs 采纳行为[5] [6]，由此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难以对 MOOCs 理论和实践产生更广泛的

指导。此外，由于 MOOCs 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还需要综合考虑 MOOCs 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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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元分析整合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的样本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提升

MOOCs 采纳研究模型的解释度，但现有 MOOCs 采纳的元分析尚欠缺[7] [8] [9]。因此，有必要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进行元分析，在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系统完整的研究模型，以获

取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 

3.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3.1. 模型构建 

从技术接受角度，技术接受理论(TAM)认为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和态度(ATT)三者

交互作用，从而影响行为意图(BI) [10] [11]；从计划行为角度，计划行为理论(TPB)认为行为意图(BI)由感

知行为控制(PBC)、主观规范(SN)和态度(ATT)三者共同决定[12]；鉴于 TAM 模型强调实用价值，缺乏内

在动机的度量[13]，本研究纳入自我效能感(SE)和感知愉悦(PEJ)。因此，本文结合 TAM 和 TPB 作为研

究 MOOCs 采纳的理论基础，增加度量学习者内在动机的自我效能和感知愉悦，此外，考虑到文化背景

会影响学习者的采纳行为和学习活动，纳入文化因素作为 MOOCs 采纳的调节变量，构建 MOOCs 采纳

行为意图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 of MOOCs adoption behavior intention 
图 1. MOOCs 采纳采纳行为意图研究模型 

3.2. 研究假设 

3.2.1. TAM 理论相关假设 
由使用态度(ATT)决定的行为意图(BI)是衡量信息系统使用意愿的最重要因素，而感知有用性(PU)和

感知易用性(PEOU)都影响使用态度[14]。其中，感知易用性是指个体相信使用一个特定信息系统，不需

要投入额外精力的可能性；感知有用性是指个体相信使用一个特定信息系统后，工作绩效可以获得提升

的程度；使用态度(ATT)是指个体对特定行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反映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执行特定行

为的意图，是对行为结果的总体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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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技术接受模型研究在线学习者使用行为，研究发现，感知易用性对学习者使用在线学习系统的

感知有用性有积极影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学习者的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图，学习者的使

用态度对其行为意图具有预判作用[15] [16]。在 MOOCs 情境中，MOOCs 感知有用性是学习者相信

MOOCs 学习能够提高学习绩效的程度；MOOCs 感知易用性体现在 MOOCs 易于访问，导航清晰以及界

面设计要素中，感知易有用性会让学习者对 MOOCs 学习的感知复杂性大大降低[17]，MOOCs 使用态度

对 MOOCs 学习行为意图有积极影响[1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MOOCs 感知有用性对 MOOCs 使用态度有正向影响。 
H2：MOOCs 感知有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正向影响。 
H3：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H4：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使用态度有正向影响。 
H5：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正向影响。 
H6：MOOCs 使用态度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正向影响。 

3.2.2. TPB 理论相关假设 
感知行为控制(PBC)是指个体预期，采取一个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可以控制的程度，反映个体过去

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主观规范(SN)是指个体在是否实施一个特定行为的决策中，所感知到的环境压力，

反映了他人或群体和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18]。 
当个体预期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越多，所遭遇的阻碍越少，对其自身行为的感知控制就越强。在

MOOCs 情境中，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对 MOOCs 的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其使用意图有显著影响[10]，
此外，行为意图还受到主观规范的直接影响[1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MOOCs 感知行为控制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具有正向的影响。 
H8：MOOCs 主观规范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具有正向影响。 

3.2.3. 内在动机相关假设 
影响个人行为意图的动机可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20]，外在动机是指个人行为因受到外部激励，例

如，提高工作绩效和报酬的实质效果而产生的动机；内在动机则侧重于个人在某行为过程中感受到愉悦情绪

而产生的动机。在 TAM 模型中，感知易用性(PEOU)和感知有用性(PU)侧重使用信息技术产品时获得的实质

效益，可体现为节省时间、操作方便、易于上手或可以提高效率，属于外部动机。与此同时，使用信息技术

产品的过程中所感受的自我效能和愉悦情绪，属于内在动机。因此，针对 TAM 模型缺乏内在动机的度量[21]，
本文纳入反映内在动机的自我效能(SE)和感知愉悦(PEJ)，更全面解释 MOOCs 采纳意图。 

自我效能(SE)是个体依靠自身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或达到某一成就的信念和自信程度，代表对自身能

力的判断，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环境选择，还会影响个体为了完成目标付出的努力和坚持程度。在线学

习的相关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会直接影响学习者参与远程教育活动，是系统采纳的先决条件[22]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9：MOOCs 学习自我效能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正向影响。 
感知愉悦性(PEJ)是采用一个特定系统的感知是令人愉快的，研究表明，感知愉悦性可以增强用户对

在线学习的采纳意愿[2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0：MOOCs 学习感知愉悦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正向影响。 

3.2.4. 文化差异相关假设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MOOCs 学习者有着不同的学习风格、思维方式以及信息技术的使用偏好[24]。

此外，行为研究还需要充分考虑社会文化环境的认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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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型可以划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文化

机制都强调了发展个人独特偏好和潜力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正式和非正式的文化

机制都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的重要性[25]。 
实证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26]，不同文化背景对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

为有显著影响[27]。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核心文化类型[28]，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偏好从各种来

源寻求信息；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受到集体主义文化的约束和引导。不同文化类

型的学习者，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将 MOOCs 学习者文化背景作为调节因素，提

出以下假设。 
H11：MOOCs 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具有调节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收集与纳入标准 

本研究使用“MOOC”、“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与“采纳”、“接受”、“影

响”、“accept”、“acceptance”、“adopt”、“adoption”、“influence”、“affect”的关键词组合，

通过 Google 学术、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搜索各类文献，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学

术报告。对检索到的所有参考文献进行筛选，以确保完全符合以下标准。标准 1：关于 MOOCs 采纳的研

究，并且研究对象是 MOOCs 用户；标准 2：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标准 3：包含本文研究模型中至

少一个相关系数；标准 4：样本对象可以区分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文化背景；标准 5：由相

同作者或使用相同样本进行的研究被删除，以确保所选论文的独立性。由此，满足上述要求的论文有 43
篇，其中，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分别为 31 篇和 12 篇。 

4.2. 文献编码规则 

为保证对纳入文献分析的一致性，本研究制定了文献编码的相关规则。首先，样本量取值为文献

中参与调查的样本数量；其次，为了检验文化因素的调节作用，对 MOOCs 用户的文化背景进行编码，

将北美和西欧国家的 MOOCs 用户划为个人主义文化，将亚洲、中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 MOOCs 用

户划为集体主义文化[29]；第三，由于相同的研究变量在不同的文献中可能有不同的命名，为了保证

研究的一致性，将意义相近的研究变量编码为与研究假设相同的变量；第四，记录因变量、自变量和

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换为效应值的因果关系指标；最后，由于元分析假设的数据独立性，因此以独

立样本为单位进行编码，如果一项研究按不同指标分别进行统计，产生多个相关系数，取算数平均数

[30]。 

4.3. 文献元分析 

4.3.1. 元分析步骤 
主标本研究使用 R 软件，安装并加载相关程序包，进行数据分析，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步骤 1：对所有的研究路径进行统计分析，以检查每个研究路径在 MOOCs 采纳情境中的影响。样本

总量为 14,357，样本量超过 200 的研究论文有 47 篇；研究数量最多的研究路径是感知有用性–行为意图

(PU-BI)，研究数量 20 项，显著率为 100%；研究数量中等的研究路径包括：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图

(PEOU-BI)研究数量 13 项，主观规范–行为意图(SN-BI)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PEOU-PU)研究数量

均为 12 项，感知有用性–态度(PU-ATT)、感知易用性–态度(PEOU-ATT)和态度–行为意图(ATT-BI)研
究数量均 9 项，显著率均为 100%；研究数量较少的研究路径包括：自我效能感–行为意图(SE-BI)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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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8 项，感知愉悦性–行为意图(PEJ-BI)和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图(PBC-BI)研究数量均为 6 项，显著

率分别为 66.67%、100%和 100%。 
步骤 2：效应值的选择和计算是元分析的基础，已纳入研究的 43 篇文献各不相同，大部分直接给出

了相关系数或路径系数，需要转化为统一的效应值。因此，为排除样本量不同的影响，本研究计算效应

量的 Fisher-to-z 变换值，然后通过加权平均将 z 转换为相关系数。 
步骤 3：异质性检验是单一效果量整合成综合效果量所必须经历的重要环节，本研究采用 Q 检验，

根据 Q 值是否显著，选择随机效应分析模型或固定效应分析模型。 
步骤 4：发表偏倚评估，由于已发表文献倾向于报告显著的结果，避免报告不显著的结果，而引起

元分析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本研究采用 Rosenthal 的 Failsafe-N 方法，检验纳入研究的发表偏倚，

当 Failsafe-N 值均远大于其临界值，说明所有纳入文献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很小[31]。 
步骤 5：采用亚组分析，检验文化差异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比较在集体主义

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两组样本，以解释不同研究文献中可能存在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4.3.2. 元分析结果 
本研究的主效应检验结果包括：综合效应值、效应规模、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数目、样本量、z 检验、

Q 检验、95%的置信区间以及 Failsafe-N [32]，如表 1 所示。其中，z > 3.29 (p < 0.001)，表明效应量具有

统计显著性；效应强度根据四分位数基准划分：“小”效应量小于 0.30，“中”效应量介于 0.30 和 0.50
之间，“大”效应量介于 0.50 和 0.67 之间，“非常大”效应量大于 0.67；95%的置信区间中不包含 0，
且 p < 0.001，表明置信区间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1.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表 1. 元分析结果 

假设 效应量 效应强度 文献量 样本量 Z 检验 Q 值 95% CI Failsafe-N 假设支持 

PU-ATT 0.383 中 8 2436 19.83 9.32 0.35 
0.42 1107 是 

PU-BI 0.347 中 18 6390 16.93 45.49*** 0.31 
0.38 5066 是 

PEOU-PU 0.365 中 10 2954 20.68 14.72 0.33 
0.40 1436 是 

PEOU-ATT 0.244 小 8 2505 12.41 12.26 0.21 
0.28 429 是 

PEOU-BI 0.218 小 11 4684 7.75 31.25*** 0.16 
0.27 806 是 

ATT-BI 0.603 大 5 1426 15.95 10.33*** 0.55 
0.66 1245 是 

PBC-BI - - 3 1393 1.93 208.67*** - - 否 

SN-BI 0.224 小 10 2850 7.88 19.64* 0.17 
0.28 494 是 

SE-BI 0.348 中 6 2643 4.26 304.97*** 0.05 
0.59 728 是 

PEJ-BI 0.435 中 5 1438 17.6 4.29 0.39 
0.48 51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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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TAM 要素的影响 
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PU-ATT)的异质性检验 Q = 9.32 (p > 0.05)，由于纳入研究不存在异质性，选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35,0.42]，z = 19.83 (p < 0.001)，因此，MOOCs 感知有

用性对 MOOCs 使用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1 成立。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图(PU-BI)的异质性检

验 Q = 45.49 (p < 0.001)，由于纳入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因 95%置信区

间为[0.31,0.38]，z = 16.93 (p < 0.001)，因此，MOOCs 感知有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

响，研究假设 2 成立。 
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PEOU-PU)的异质性检验 Q = 14.72 (p > 0.05)，由于纳入研究不存在异质性，

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33,0.40]，z = 20.68 (p < 0.001)。因此，MOOCs 感知易

用性对 MOOCs 感知有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3 成立。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PEOU-ATT)的异

质性检验 Q = 12.26 (p > 0.05)，由于纳入研究不存在异质性，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

间为[0.21,0.28]，z = 12.41 (p < 0.001)，因此，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使用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 4 成立。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图(PEOU-BI)的异质性检验 Q = 31.25 (p < 0.001)，由于纳入研究存

在异质性，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16,0.27]，z = 7.75 (p < 0.001)，因此，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5 成立。 

使用态度对行为意图(ATT-BI)的异质性检验 Q = 10.33 (p < 0.001)，由于纳入研究存在异质性，选用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55,0.66]，z = 15.95 (p < 0.001)，因此，MOOCs 使用态度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6 成立。 

4.3.4. TPB 要素的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PBC-BI)的异质性检验 Q = 208.67 (p < 0.001)，由于纳入研究存在异质性，

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z = 1.93 (p > 0.05)，因此，MOOCs 感知行为控制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

图无显著影响，研究假设 7 不成立。 
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图(SN-BI)的异质性检验 Q = 19.64 (p < 0.05)，由于纳入研究存在异质性，选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17,0.28]，z = 7.88 (p < 0.001)。因此，MOOCs 主观规范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8 成立。 

4.3.5. 内在动机的影响 
自我效能对行为意图(SE-BI)的异质性检验 Q = 304.97 (p < 0.001)，由于纳入文献存在异质性，选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05,0.59]，z = 4.26 (p < 0.05)，因此，MOOCs 自我效能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9 成立。 

感知愉悦性对行为意图(PEJ-BI）的异质性检验 Q = 4.29 (p > 0.05)，由于纳入研究不存在异质性，选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因 95%置信区间为[0.39,0.48]，z = 17.60 (p < 0.001)。因此，MOOCs 感知愉悦

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10 成立。 

4.3.6. 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 
因感知有用–行为意图、感知易用–行为意图、使用态度–行为意图和主观规范–行为意图的纳入

文献，可以根据文化类型将样本效应量分成两组，进行亚组分析，由此，将文化类型作为调节效应分析

的结果，如表 2 所示。与预期结果不同，只有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图的影响与文化类型有关，相对于个

人主义，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 MOOCs 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图的影响更强，而感知有用–行为意图、

使用态度–行为意图和主观规范–行为意图，这 3 条路径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差异都不显著，因此，

文化类型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不具有调节效应，研究假设 H11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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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of regulatory effect of cultural factors 
表 2. 文化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路径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组间 Q 值 p 值 

感知有用–行为意图(PU-BI) 0.342 0.394 0.37 0.542 

感知易用–行为意图(PEOU-BI) 0.239 0.127 4.62* 0.032 

使用态度–行为意图(ATT-BI) 0.617 0.540 1.93 0.165 

主观规范–行为意图(SN-BI) 0.240 0.166 2.21 0.137 

5. 研究总结与未来研究方向 

5.1. 研究结论 

首先，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的影响，由于 95%置信区间过大，这条路径不可靠，研究假设不成

立，这可能是由于纳入的元分析文献数量较少且存在显著异质性。但在 MOOCs 情境中，学习者从学习

中受益的行为意图应该更强，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 MOOCs 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的影响。 
其次，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这 3 条路径 95%

置信区间分别为[0.35,0.42]，[0.33,0.40]，[0.21,0.28]，效应量相对集中，说明 MOOCs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

有用性都是 MOOCs 使用态度的重要解释因素，并且 MOOCs 感知易用是感知有用的重要解释因素。 
第三，在所有效应量中，只有使用态度对行为意图的效应量大于 0.5，表明MOOCs使用态度对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感知有用–行为意图、自我效能–行为意图和感知愉悦–行为意图，

这 3 条路径的效应量均大于 0.3，表明 MOOCs 感知有用性和作为内在动机的 MOOCs 自我效能感和感知

愉悦，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有中等强度的影响。主观规范–行为意图和感知易用–行为意图，这 2
条路径的效应量均小于 0.3，表明 MOOCs 感知易用性和主观规范，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较弱。

虽然 MOOCs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直接影响不强，但可以通过 MOOCs
使用态度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产生较强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 MOOCs 使用态度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中介影响作用。 

第四，本研究将文化类型作为调节因素，采用亚组分析，检验文化类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文化

因素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 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纳

入本研究的样本量，特别是个人主义文化类型的样本量较少，并且纳入文献的结论多样，与此同时 MOOCs
学习模式有可能弱化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文化差异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调

节作用。 

5.2.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5.2.1.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提出 TAM 相关研究假设，探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

的关联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 TPB 相关研究假设，探究感知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图的影响；

进一步，提出内在动机的自我效能和感知愉悦对行为意图的研究假设，以及文化因素具有调节作用的假

设。由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综合的 MOOCs 采纳研究模型。 
其次，采用元分析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主观规范、自我

效能感和感知愉悦性都是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因素，由此，本研究通过整合 TPB 理论和内在动

机，增强了 TAM 理论在 MOOCs 采纳中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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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探讨文化差异对 MOOCs 采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文化因素虽然在感知有用性、使

用态度和主观规范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能调节 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响，由此为引入文化类型作为调节因子提供了理论基础。 

5.2.2. 实践意义 
首先，由于 MOOCs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都对 MOOCs 使用态度和采纳行为意图有显著正向影

响，因此 MOOCs 平台可以通过技术更新与课程改进，提高用户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其次，由于

与 MOOCs 学习者内在动机相关的自我效能感和感知愉悦显著正向影响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因此在

MOOCs 平台建立友好和轻松的学习氛围，可以有效改善用户学习体验，从而增加 MOOCs 学习者的自我

效能感和感知愉悦性。第三，由于文化因素可以调节 MOOCs 感知易用性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影

响，因此，MOOCs 设计应考虑文化差异。 

5.3.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由于目前可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数量有限，特别是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文献较少，导致亚组

分析中仅感知易用–行为意图显著，但文化差异对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的调节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

需引起重视。 
其次，MOOCs 学习者的 MOOCs 采纳行为意图是复杂的，很难从单一的角度来解释，因此，与 MOOCs

学习者相关的研究变量，以及与课程相关的研究变量，在未来研究中需更全面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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