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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选取在线教育用户群体占比9.4%的大学生消费群体作为调查对象，以需求视角作为调研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在线教育需求进行探究，基于大学生在线教育消费需求的实质性特征

提出优化大学生在线教育的建议，为大学生在线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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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consumer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account for 9.4% of the online education 
user group is selected as the survey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the survey are take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demand for onlin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explored. Based on the substa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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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consumption dem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education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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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据 2020 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所示，我国在校大学生总数已超过 4000 万，在线教育用户达 4.23 亿，大

学生用户人数约占全国在线教育用户人数的 9.5%。自主学习已成为大学生必备技能之一，学习者不断增

长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使大学生在线教育成为当下教育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近几年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在线教育也成为了我国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张敏、祝安和

张芳(2020)提出教育行业借助科技手段走向在线化将是未来的重要趋势，我国在线教育市场也将迎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1]；陈春、刘志芳和廖佩源(2020)认为在线教学的推进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提供了更多

公平获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2]；冯晓琦(2020)认为远程

教育未来不会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面授模式和远程教学模式相结合是必然趋势[3]等。但是学者们的研

究大多集中于从宏观时代背景[4]、硬件基础[5] [6]、未来发展需要[7]等角度展开，鲜有基于需求视角对

在线教育路径结构的探究，尤其是缺乏对大学生在线教育需求的探寻。 
因此，本研究将从大学生需求出发，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大学生在线教育需求的一手资料，在此

基础上，结合关联度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大学生在线教育需求特征，探究影响大学生在线教育发

展的因素，并据此提出大学生在线教育发展的建议。 

2. 研究设计及调研实施 

本次调研量表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大学生在线教育学习形式和学习内容等在线学习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调查大学生对在线教育的信任度和学习目的等消费心理以及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和满意度等

消费体验；第三部分调查不同类型的在线教育的优劣势对大学生需求满足的影响程度，以及大学生挑选

在线课程看重因素、是否为在线课程付费等消费行为；第四部分调查大学生对未来在线教育消费的接受

价格、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等消费期望；第五部分对大学生电子设备使用熟练程度、年级、城市、月支

出、在线教育月支出等基本信息的采集；第六部分调查大学生对在线教育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保证调查对象的全面性、准确性和问卷回收数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次调研通过线上电子问

卷，选取了微信、QQ、微博、钉钉等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网络调研的主要渠道发放了调查问卷，最终收回

问卷 330 份。剔除了不符合要求即非在线大学生等部分调查对象以及答题时间过短、选项单一的无效问

卷，剩余有效问卷 318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达 96.36%。问卷覆盖了全国 32 个省份、各类城市类型和大

学四个年级在读高校大学生(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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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urvey samples 
表 1. 调研样本分布状况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年龄 

大一 29 9.12% 

大二 164 51.57% 

大三 99 31.13% 

大四 26 8.18% 

城市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18 5.66% 

新一线城市(其他直辖市/发达地区省会) 58 18.24% 

二线城市 171 53.77% 

三线城市 47 14.78% 

其他城镇及乡村地区 24 7.55% 

月支出 

0~500 元 13 4.09% 

500~1000 元 35 11.01% 

1000~1500 元 119 37.42% 

1500~2000 元 95 29.87% 

2000~2500 元 39 12.26% 

2500~3000 元 11 3.46% 

3000 元以上 6 1.89% 

在线教育月支出 

100 元以下 153 48.11% 

100~300 元 108 33.96% 

300~500 元 40 12.58% 

500~1000 元 10 3.14% 

1000 元以上 7 2.20% 

3. 大学生在线教育需求分析 

3.1. 大学生在线教育学习目的分析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在线教育学习目的包括：适应学校老师线上课堂教学要求[8]、补

充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知识[9]、增强自己在升学与就业中的竞争优势以及拓宽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提高自

己的修养和综合素质[10]。这个问题按照需求程度采用李斯特 5 级量表进行调研，参与调查者根据自身的

情况选择更符合自己的数据描述，从图 1 中的数据分布可以看出四个选项的平均值都集中在数值 4，表

明大学生们对于这些在线学习目的都是比较认可的。即大学生普遍需要借助在线教育辅助学校课堂学习

并完成课外的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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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earning objectives in online education  
图 1. 在线教育学习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2. 大学生在线教育学习内容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在线学习内容的调查可以发现，85.36 的被访者学习本专业知识，41.74 的被访者学习

公共基础课，31.7%的被访者学习英语提升课程，另外也有超过 20%以上的学生选择技能提升、考研和证

书备考，详见图 2。 
 

 
Figure 2.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education learning content selection  
图 2. 大学生在线教育学习内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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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在线教育的形式分析 

据资料显示，在线教育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种，即本校老师的线上课堂教学、互联网的免费公开网课

和互联网的付费网课。数据显示(见图 3)，大学生由于疫情在家上网课的原因，普遍接受过本校老师的线

上课堂教学，而 62.89%的大学生接受过互联网的免费公开网课，但只有 33.02%的学生接触过互联网的付

费网课。因此，现在的在线教育的主要形式仍是本校老师的线上课堂教学；而在互联网的网课上，学生

们仍倾向于免费课程。 
 

 
Figure 3. Different forms of online education exposure  
图 3. 不同形式在线教育接触程度 

3.4. 大学生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免费公开网课和网络付费课程存在问题的调研，可以发现在校大学生认为现有在线教育的不

足之处或问题主要集中在“教师水平良莠不齐、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师生之间缺乏互动，讨论、答

疑、反馈等过程缺失”与“学习注意力不够集中”三项。而在免费公开课中，“不能实行针对性强的定

制化教育服务”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同时，在网络付费课程中，“部分机构的课程收费不合

理”和“部分机构的课程虚假宣传，性价比低”这两项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合计占比 55.35%，这表明其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在线教育的选择(见图 4 和图 5)。 
 

 
Figure 4. The problems of free online courses in online education 
图 4. 在线教育免费网课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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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problems of paying for online education 
图 5. 在线教育付费网课存在的问题 

3.5. 大学生对加大在线教育的接受意愿分析 

近几年，国家和政府都在大力发展在线教育，特别是经历疫情，全国大学生都需要在家进行线上的

学习，所以，在大学生基本体验过在线教育后，为进一步了解他们对未来在线教育的态度，我们设置了

相关的问题，调查结果如下： 
首先，有 71.03%的大学生看好在线教育的发展，而在这群学生中，有 60%的人表示未来愿意将重心

转移到在线教育上，但仍然有接近 40%的人不愿意把在线教育作为学习的重心。此外，分别有 26.48%和

2.49%的学生认为未来在线教育的发展前景一般或前景堪忧，而且在这 29.97%的学生中，大部分人均表

示不会转移重心到在线教育上(见图 6 和图 7)。 
 

 
Figure 6.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spect of online education  
图 6. 大学生对在线教育前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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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hift their learning focus to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图 7. 大学生未来将学习重心转移到线上意愿 

3.6. 大学生对付费在线教育的需求分析 

如图 8 所示，在对是否为在线教育付过费的调研中有 52.02%的学生回答是，可见为在线教育付费已

经成为大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调查大学生能接受的在线教育消费金额区间。

如图 9 数据显示，34.27%大学生愿意支付的消费金额在 100 元以下，32.71%大学生愿意支付的消费金额

在 100~300 元之间，1000 元以上的占比仅为 1.87%。对比大学生每月的月支出情况(见图 10)可以发现大

学生在在线学习方面的消费意愿还是较强的。 
 

 
Figure 8.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education payment statistics  
图 8. 大学生在线教育付费情况统计 

 

 
Figure 9. How much college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pay per month for online education 
图 9. 大学生每月愿意为在线教育付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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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ollege students monthly expenditure situation 
图 10. 大学生月支出情况 

4. 促进大学生在线教育发展的建议 

通过调研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能够提升自身价值的在线教育具有较大的需求，而且不同阶段的

大学生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在线课程的选择也极具个性化，例如，大三的学生因为有升学与就业的需

求，所以对“考研课程”、“英语提升课程”等内容的需求量大。同时，大多数大学生愿意为在线教育

付费，但是他们对在线教育的品质和质量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在线教育的作用，促

进在线教育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1. 提升教学服务质量 

从调研可以发现，内容和服务是决定在线教育平台能否满足大学生学习需求、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

关键。因此，作为大学生在线教育的提供机构必须严格甄选教学教师，把控教师质量，为大学生提供更

多个性化的课程科目组合、更多学习阶段的规划与引导、更多学习深度的检测和提示、更多丰富详实的

配套学习资料、更多名师辅导与学习互动，更好地满足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自我价值提升和实现的需

求。同时，可以对在线课程依据其口碑和价格进行分级管理，设定价格区间并严格管控，逐步淘汰质量

低劣的“水课”，并适时调节优质课程的价格，避免其漫天要价。 

4.2. 建立客户积分制分级管理模式 

基于调研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在线教育的付费意愿和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线教育机构

可以采用会员积分制的分级管理模式，对不同级别的大学生客户给予不同的服务。比如对于消费金额高、

会员积分等级高的用户在提供教学课程和配套资料服务的基础之上，可以给予更多与考研、就业等相关

的学习经验分享会、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等会员福利。 

4.3. 提高服务的科技水平 

大数据、云计算、AI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运用是大学生在线教育平台发掘大学生线上教育潜在需求、

管理客户关系、可持续提升教学服务质量、分级管理用户和课程的强大支撑；做到让更多大学生用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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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便、学习便捷、体验独特，提高科技水平是优化大学生在线教育必不可少的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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