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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传播信息媒介，新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重要途径，对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巨大影

响。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随机访谈，以地方本科高校H校为例，从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使用偏

好、学习态度、学习体验、影响评价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学生的学习特点。结果表明，学生

利用新媒体开展学习并非其首要选择，在利用新媒体获取知识时缺乏一定的思辨能力，认为利用新媒体

学习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本文基于研究结果，从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组织、评价反馈四个

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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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dia for spreading information, new med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people to ac-
qui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earning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random interview, this study takes 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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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students’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from five aspects: students’ use frequency, preference,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impact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learning by 
using new media is not their first choice, and they lack certai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when ac-
quiring knowledge by using new media. They think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learning by using 
new media is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imp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talent training, curriculum sys-
tem,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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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学校即被赋予的职责。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人们利用手机、电脑等新媒体获

取资讯、进行沟通、购物、娱乐等活动已成为常态，对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媒体

信息丰富，传播便利，交互强大，且时间和空间不受限制，一方面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

使学生容易沉溺其中，导致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普遍存在师生互动欠佳、学生学习努力程度下降现象。

综观文献，研究者多从新媒体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以及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开

展研究。如：王欢[1]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现状，阐述了不同年级

大学生在表层动机、表层策略、深层动机和表层学习方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及影响因素，提出对不同

年级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以优化其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刘婧[2]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学习自主化、

碎片化、生活化、个性化四个特点，提出加快校园硬件建设、转变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的策略。毛利

[3]从自主学习能力的概念与核心要素出发，分析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积极与消

极影响因素，提出了对应的优化路径。以上研究多以文献研究和定性分析为主，鲜有从学生角度开展

量化实证研究。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是学习效果评价的关键。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随机访谈，研究

新媒体对地方高校学生学习的影响，分析当前地方高校学生学习特点，从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

设计、评价反馈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学生正确利用新媒体开展自主学习，指导教师教学实践具

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研究内容涉及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使用偏好、学习态

度、学习体验、影响评价五个方面，旨在研究新媒体对地方高校学生学习的影响情况，分析学生学

习特点，并以此提出新媒体环境下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对策建议。问卷调查以地方本科高校 H 学校

在校生为调查对象，共设 5 个问题，通过网络向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共收回问卷 212 份，其中有

效问卷 207 份，有效率 97.6%；访谈采用面对面形式，随机选取 10 名在校学生就新媒体对其学习的

影响进行交流；调查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数据采用 SPSS Statistics 27.0 进行统计，基本信息频

率统计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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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基本信息频率统计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149 71.98 71.98 71.98 

女 58 28.02 28.02 100.00 

年级 
 

大一 57 27.54 27.54 27.54 

大二 94 45.41 45.41 72.95 

大三 52 25.12 25.12 98.07 

大四 4 1.93 1.93 100.00 

专业 
理工 186 89.86 89.86 89.86 

人文 21 10.14 10.14 100.00 

3. 调查结果 

3.1. 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结果 

从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新媒体时间上看，不到 2 小时的学生占 13%，使用大于 4 小时的学生已超七成，

其中有近一半的学生使用时间大于 6 小时，如图 1。由此可知，新媒体已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Figure 1.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verage daily use of new media 
图 1. 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新媒体时间占比情况 

3.2. 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偏好结果 

从学生利用新媒体从事的活动上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娱乐、学习工作与社交，占比分别为 35.6%、

27.8%、24.9%，如表 2。可知学生利用新媒体开展学习工作并非其首要选择，其个人对新媒体的使用更

倾向于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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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centage of students using new media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表 2. 学生利用新媒体从事活动占比情况 

活动及类别 响应个案数 响应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利用新媒体 
从事的活动 

学习工作 150 27.8% 72.5% 

娱乐 192 35.6% 92.8% 

社交 134 24.9% 64.7% 

获取咨询 20 3.7% 9.7% 

网购及其它 43 8.0% 20.8% 

总计 539 100.0% 260.4% 

3.3. 学生对利用新媒体获取知识的态度结果 

从学生对于利用新媒体获取知识的态度上看，有 16.9%的学生选择积极相信，41.5%的学生持怀疑态

度，其中 25.6%的学生会寻找其它方式进行求证，余下 41.5%的学生会视情况而定选择是否相信，如图

2。表明新媒体的使用让部分学生习惯不假思索地被动接受知识，对知识的学习缺乏一定的思辨能力，不

利于其自主学习的养成。 
 

 
Figure 2.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using new media to acquire knowledge 
图 2. 学生对利用新媒体获取知识的态度占比情况 

3.4. 学生对利用新媒体的学习体验结果 

从学生利用新媒体学习的体验上看，有超九成的学生认为新媒体对其学习方面提供的帮助较大，存

在 8%的学生并未利用新媒体进行学习，如图 3。表明利用新媒体进行学习已经成为学生学习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3.5. 学生对利用新媒体学习的影响评价结果 

从学生对利用新媒体学习的影响评价上看，总体而言学生认为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如表 3。有

79.2%的学生认为扩大了其知识面，65.2%的学生认为促进了其学习交流，但也有近三成的学生认为新媒

体分散了其学习注意力，容易过度依赖新媒体，缺少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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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ercentage of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new media 
图 3. 学生利用新媒体学习的体验占比情况 
 
Table 3. Evaluation of students’ influence on learning by using new media 
表 3. 学生对利用新媒体学习的影响评价情况 

影响及评价 响应个案数 响应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积极 
影响 

增加了大学生的知识面 164 29.6% 79.2% 

促进了大学生的学习交流 135 24.4% 65.2% 

促使大学生更加主动学习 95 17.1% 45.9% 

消极 
影响 

分散大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71 12.8% 34.3% 

过度依赖新媒体，缺少独立思考能力 70 12.6% 33.8% 

不利于大学生培养辨别是非的能力 19 3.4% 9.2% 

总计 554 100% 267.6% 

3.6. 与学生面对面访谈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新媒体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真实情况，在征求学生同意的基础上，随机选取 10 名学生进

行了访谈，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4。 
 
Table 4.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4.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性别 年级 专业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理工 人文 

个案数 8 2 2 5 2 1 9 1 
 

部分访谈观点摘录如下： 
学生 1：“有负面影响。就我个人而言，现在成了手机控，离开手机总感觉缺少了什么，上课时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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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啥事儿，但总想上课去看下手机，导致上课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没事的时候，也总是抱着手机电

脑，想学习下其他知识，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看 qq、微信、短视频等这些东西，如果我能放下手机，

我想要的大学的精彩生活就不会离我很远，我的目标也就会实现了”。 
学生 2：“有负面影响。会对手机产生依赖性，从而沉迷于网络世界，慢慢的越来越不愿意和别人

面对面交流。不愿意通过书本来获取知识，另外在网络上面的知识往往都是不加思考就加于使用，这样

会浪费我们大脑的财富”。 
学生 3：“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新媒体是时代的趋势，老师讲课的时候不是很清楚或者自己因为某

些事情没能去上课，可以在课下自己通过手机或者电脑重新学习，还能更广泛的了解不同的知识，我感

觉不错”。 
学生 4：“两种影响都有吧。因为每个人的特点和性格不同，对待某种东西的认知和想法不同，一

些自制力比较好的同学，对手机电脑很理智，有清醒的头脑，另外一些比较沉迷的同学，可能无法自制”。 
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结果显示：5 名学生表示新媒体对其学习的影响是负面的，其主要观点认为

通过新媒体获取知识太容易，且不加思考直接使用，会导致其逐渐失去主动思考的能力，从而对手机产

生依赖，沉迷于虚拟世界，让意志不坚定的人丧失学习兴趣；3 名学生表示新媒体对其学习的影响正面

的，其主要观点认为获取新知识很便捷，能提高不善交流学生的学习效率，能更广泛的了解其感兴趣的

知识，提高自学能力；2 名学生表示新媒体对其学习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当需要解决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时，会充分利用新媒体学习，其他时间注意力会被信息洪流裹挟，容易迷失目标和方向。 

4. 研究结论 

从以上学生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使用偏好、学习态度、学习体验、影响评价五个方面进行全样本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新媒体已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学习并非其

首要选择，学生对新媒体使用的偏好更倾向于娱乐活动，容易产生依赖，从而丧失学习兴趣，当他们利

用新媒体获取知识时，有一部分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对知识的获取缺乏一定的思辨能力，总体而言，

对利用新媒体学习的影响评价方面，学生认为利用新媒体学习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5. 对策建议 

5.1. 提升学生数字素养[4] 

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人们不可或缺的必备素养，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

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学校在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数字时代的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强学校网络文化建设、开设数字

素养相关课程或开展相关综合性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正确识别利用新媒体获取数字资源的真实性、能够

制作学习工作所需的数字资源、会使用本专业所需的应用软件、科学评价数字资源的价值、具有交互、

分享、创新等高阶能力，具备安全保障、伦理道德意识，为学生适应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

的基础。 

5.2. 重构课程内容体系[5] 

课程是教学体系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当前高校的课程内容大都侧重理论知识体系

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教师在设定课程教学目标时大都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浅层次应用；而忽

略对学生分析、评价、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考核，学习目标缺乏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导致课堂吸引

力不足，学生参与度不高，课程效果不佳。这就要求教师要面向未来，以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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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素养为目标重构课程内容体系，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推进专创融合、跨学科交叉，引导学生提出、

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未来需要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5.3. 创新教学组织形式[6]  

为促进学习目标达成，教师应积极践行 OBE 教学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

根据课程目标要求和学生学情特点，进行科学有效的教学设计，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案例教学、基于项目的研究性教学等，加强师生、生生互动，布置具有一定

挑战度的学习任务，开展小组学习、同伴学习，进行练习、测试、讨论、投票、点赞、自评、互评等学

习活动，让学生把头抬起来、坐到前排来、思维活起来、课后忙起来、能力提起来。 

5.4. 加强教学评价反馈[7] 

赫洛克效应指出，及时对工作结果做出评价，能够强化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同样的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学习结果及时做出有效的反馈评价不仅能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衡量与判断，同时还

具有激励的作用，强化学生学习动机。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除了研究教，更

要研究学生的学，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设计多样化的课堂教学评价反馈活动，测出学生实时学情，

以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开展学习全过程学业评价，让互动更有内涵、探究更有深度、学习更有成

效。 

6. 结语 

新媒体已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开展新媒体对地方高校学生学习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对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通过开展问卷调查与面对面访谈，分析了当前地方高校

学生学习特点，结合研究结果从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组织、评价反馈四个方面提出有效促进学生

学习效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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