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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的学习方式得到了普及，且随科技发展，在线学习正逐渐成为主要学习方式。本

篇文章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于新冠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态度进行质性研究，通过对于当地经历了疫

情线上学习大学生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对于采访结果进行分析解读，有助于我们更真实了解到影响学生

在线学习多重因素，为后续线上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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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learning became popular during the New Guinea epidemic,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online learning is becoming a major form of learning. This article adopt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qualitatively study the attitud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on-
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New Guinea epidemic. Through a survey of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s are analysed and 
interpreted to help us understand more truly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on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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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态度是指个人对学习以及学习的相关情境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其外在形态是指学

习者对学习活动的基本看法及其在学习活动中的言行表现(邹为民，2014) [1]。从情感效价来看，学习态

度有消极和积极之分。学习态度包括认知、情绪体验和行为倾向三部分组成，从认知层面来看，学习态

度就是个体对学习对象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从情绪体验的角度看，学习态度就是对学习对象的诸如喜

欢、兴趣浓厚、厌恶等情绪反应；从行为倾向角度看，在学习活动中所产生的认知和情绪总会通过一定

的行为表现出来，它是认知和情感的表现形式(夏雪，魏星，2020；邹为民，2014) [2]。 
学习态度还可以直接预测学习的效果或让个体能够积极面对学习负担。比如有研究发现，学习态度

能够正向预测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安秋玲，王小慧，倪梦迪，2018 [3]；李炳煌，2012 [4]；张志红，耿

兰芳，2009 [5]；殷雷，2008 [6])和学习投入(王爱平，车宏生，2005 [7])它在客观课业负担与主观课业负

担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是促进减负的有效途径之一(方丹等，2018) [8]。但是在应试

教育为主的环境下，中国学生的学习态度往往在积极性方面比较欠缺。有调查显示，我国基础教育普遍

表现出过于重视知识技能的培养，忽略了情感和意志方面的疏导，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方面的教育(吕备，

2012) [9]，国内有学者利用 PISA 上海地区数据，发现上海市中学生学习态度指数远低于经合组织共有 34
个成员国国家的平均水平(夏雪，魏星，2020)，而且欠发达内地学生在面对难度较高的学科学习任务时，

学习态度还有待提高(何伟等，2018) [10]。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在线学习满足了学习者获取更多学习机会和资源的需要，但同时也对学习者的

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线学习是一种使用因特网以同步或异步方式在在线环境下开展或体验的一

种教育，学习者无须现身同一个物理空间(查先进等，2022) [11]，它与使用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黄
荣怀，2021) [12]，具有以学习者为主体的人本化特征和自主适应特征(艾兴，曹雨柔，2020 [13]；吴南中，

2016) [14]。在在线学习平台刚开始出现时，学习者对在线学习平台的使用体验也表现出积极的倾向，比

如网络培训平台为教师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学习支持，教师对此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王晓玲，2012) [15]，
在新冠疫情期间，超过七成学生经历过在线学习(张成龙，刘河清，黄天慧，2022) [16]。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疫情期间许多学生使用在线学习的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有调查显示，我国学

生在线学习中出现的学习倦怠、负面情绪导致家长需投入更多精力来管理孩子(赵丽，柳月，沈书生，2022 
[17]；朱晓悦，曹梅，厉浩，2021) [18]，而且一度冠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的在线学习在实践过程中却

加剧了城乡、校际和各阶层学生之间的学习结果差异(刘玉君，张德祥，2022) [19]。对在线学习效果的不

满意或负面情绪势必影响到在线学习态度问题。据已有研究，学习焦虑情绪和学习态度之间呈现负相关

(王爱平，车宏生，2005)，学习越不满意，学习态度就越消极(王宏江，罗炯，2016) [20]，同时，学业自

我效能感越低，对学业的满意度越低，学生学习行为越被动消极，对学习目的和意义的认识越不明确(成
媛，2015) [21]。因此，有必要针对新冠疫情这种周期较长的突发性事件来探讨在线学习方式下的学习态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6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郭珂言 
 

 

DOI: 10.12677/ae.2023.138869 5577 教育进展 
 

度问题。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对大学生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态度进行，了解特殊情境下的

学习态度变化。扎根理论方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最初由社会学家巴尼·格拉瑟(Barney Glaser)和安

塞尔·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于 1967 年提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对数据的系统收集、分

析和解释来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或概念。该方法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其核心思想是从数据出

发，通过对数据的逐步比较和分析，逐渐形成理论，而不是预先建立假设或理论框架。它通过对数据的

反复细读和编码，逐渐发展出一种对研究现象的深入理解。 

访谈提纲 

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学生在线学习情况”的访谈提纲。 
一、访谈目的 
了解新冠疫情期间学生网课学习情况以及学习感觉。 
二、访谈方式 
面对面访谈，一对一的走访调查方式，每次访谈为十分钟左右。 
三、访谈对象(被试) 
采用随机走访的方式，抽取所在地区经历过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的大学生 15 名，受饱和性检验的指导，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将被试人员分成两批，其中 10 名为统计数据，另外 5 名受访者用于检验数据。 
四、访谈提纲 
(一) 访谈开场语： 
1) 欢迎和介绍：向受访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访谈目的和研究背景。2) 保密和自愿参与：确保受访

者知道他们的回答将被保密，并且他们有权选择参与或中止访谈。 
(二) 访谈内容提纲： 
1) 个人背景信息：询问受访者的姓名、年龄、性别、所在大学等基本信息，以建立基本联系。 
2) 新冠疫情对学习方式的影响： 
a. 远程学习经验：询问受访者对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看法和感受如何？ 
b. 学习环境：询问受访者在家或其他地方学习的环境如何？是否对学习效果产生了影响？ 
c. 学习资源：询问受访者对在线学习所提供的学习资源的评价，包括教材、视频讲座、在线平台等。 
d. 学习时间安排：询问受访者对在线学习时间的安排和灵活性的看法，是否能够适应自己的学习节

奏？ 
e. 互动与交流：询问受访者在在线学习中是否能够积极参与互动和交流，与教师和同学进行有效的

沟通和讨论。 
3) 学习动力和学习成果： 
a. 学习动力：询问受访者在在线学习中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还是对知识

的兴趣？ 
b. 学习成果评价：询问受访者对自己在在线学习中所取得的学习成果的评价，是否与传统面授课程

相比有所不同？ 
4) 学习困难和挑战： 
a. 技术问题：询问受访者在在线学习中是否遇到过技术问题，如网络连接、电脑设备等，以及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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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些问题的看法。 
b. 自律和时间管理：询问受访者在在线学习中是否遇到过自律和时间管理方面的挑战，他们是如何

应对的？ 
c. 缺乏面对面互动：询问受访者对于缺乏面对面互动的在线学习方式是否感到孤独或缺乏社交支持，

以及他们是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 
5) 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a. 教师角色：询问受访者对在线学习中教师的角色和表现的评价，是否感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

和互动不够紧密？ 
b. 学习评估：询问受访者对在线学习中的学习评估方式(如考试、作业等)的看法，以及他们认访谈

结束语。 
(三) 访谈结束语 
1) 感谢和总结：感谢受访者的参与并总结访谈内容的要点。 
2) 数据保密：再次强调对受访者提供的信息的保密性，并确认他们同意将其用于研究目的。 
3) 提供进一步参与的机会：如果受访者对进一步参与研究或获取研究结果有兴趣，可以提供相关联

系方式。 
这个访谈提纲旨在探索大学生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态度和经验。通过对于受访者在远程学习

中遇到的挑战、对学习方式和教学质量的评价以及学习动力和学习成果的认知进行询问，以求获得关于

大学生在线学习深入见解，进一步了解疫情对他们学习体验的影响。 

3. 访谈结果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对于访谈所得结果进行解释分析，经历了如下步骤：1) 开放编码(Open Coding)：
通过对访谈数据进行反复阅读、标记，识别出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现象，包括学生在在线学习中所面临的

挑战、他们的学习策略、社交互动和学习动机等方面。2) 转变编码(Axial Coding)：在开放编码基础上，

对编码进行归类和整理。通过寻找编码之间的关联和联系，建立起一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框架。本次访谈

试图找出在线学习多重因素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3)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在转变编码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和比较数据，以选择出核心编码。这些核心编码代表了学生在线学习情况的关键方面，

逐渐形成一个核心理论或概念，描述学生在线学习情况的本质和内在关系。4) 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
turation)：新的数据已经不能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信息或洞见时，停止数据收集。在对于 10 名

有过在线学习经历的学生进行走访调查后，达到大多数情况学生们达成共识后，停止了对于新样本采集。

5) 理论检验(Theory Testing)：再次收集了 5 份受访者资料，对于前 10 份问卷所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加

强结果理论的可靠性。所得结果如下所示： 
A. 参与人口特征：1) 性别：8 名女性，7 名男性。2) 年龄分布：在 19 至 24 岁之间。 
B. 远程学习经验：受访者均表示在疫情期间经历过在线学习，他们普遍认为这种学习方式提供了灵

活性和方便性，但也存在技术问题、社交交流的限制。 
C. 学习环境：访谈记录中编码为“在家学习”出现了 11 次，其余为“外出学习”——选择去图书

馆或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在家学习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学习效果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干扰，尤其是有兄弟姐

妹或其他家庭成员在家的情况下。 
D. 学习资源：大多数受访者对在线学习提供的学习资源表示满意，“学习时间灵活”、“范围广”

是常常出现的评价。然而，有几位受访者提到他们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如视频加载缓慢、在线平台的

不稳定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69


郭珂言 
 

 

DOI: 10.12677/ae.2023.138869 5579 教育进展 
 

E. 学习时间安排：12 名受访者认为在线学习给予了他们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

节奏安排学习时间。5 名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更好的自律和时间管理技巧，以充分利用在线学习的灵活

性。 
F. 互动与交流：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线学习缺乏面对面互动，其中 8 人提到“错过了与教师和同学

的直接交流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也积极参与了在线讨论板或视频会议，并尝试与同学进行互动。 
G. 学习动力：所有受访者在提及学习动力时均有提及“职业发展”或“提升知识水平”。此外，5

位受访者提及在线学习的便利让他们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热情。 
H. 学习成果评价：80%的受访者对自己在在线学习中取得的学习成果持积极评价，认为在线学习可

以达到与传统面授课程相似的学习效果。有 5 人提到在线学习让他们更加注重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有

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余 20%受访者持中性评价，认为在线学习无法取代课堂教学。 
I. 学习困难和挑战。1) 技术问题：在线学习中遇到了技术问题，如网络连接不稳定、视频会议软件

的使用困难等。2) 自律和时间管理：5 名受访者提到他们在在线学习中遇到了自律和时间管理方面的挑

战。一些受访者采取了制定学习计划、设定时间表和遵循时间管理技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挑战。3) 缺乏

面对面互动：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在线学习中感到缺乏面对面互动，有时会感到孤独和缺乏社交支持。 
J. 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1) 教师角色：多数受访者认为教师在在线学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

缺乏面对面的互动，他们认为教师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和支持。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通过与教师的

电子邮件沟通、在线咨询或讨论板上的交流与教师保持联系。2) 学习评估：大部分受访者对在线学习中

的学习评估方式持肯定态度，认为考试、作业等方式仍然能够准确评估他们的学习成果。一些受访者提

到在线学习中使用了更多的开放性问题和项目作业，这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综合访谈结果：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数受访者经历过在线学习，并对其灵活性和方便性表示认可。

然而，他们也面临着技术问题、缺乏面对面互动和自律时间管理的挑战。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未来职业

发展和知识的追求。受访者普遍对自己在在线学习中取得的学习成果持积极评价，认为在线学习能够达

到与传统面授课程相似的学习效果。技术问题是在线学习中的主要困扰之一，但受访者通过与同学和教

师的沟通以及自主解决问题来克服这些困难。缺乏面对面互动对于一些受访者来说是在线学习的一个不

足之处，但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在线讨论和虚拟交流等方式来弥补这一缺失。教师在在线学习中仍然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尽管缺乏面对面互动，他们能够提供指导和支持，并与学生保持联系。 
总的来说，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给大学生带来了一些挑战，但也提供了灵活性和便利性。学生们通

过适应技术问题、改进自律和时间管理，并积极参与互动和交流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他们认为在线学

习能够带来良好的学习成果。 

4. 结论 

1) 虽然大部分大学生都有在线学习经历，但目前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作业量大、跨平台操作繁

琐、自我管理困难等。许多研究者认为，一些客观不利因素可能会对学生向在线学习的过渡、情绪平衡、

在线学习参与、满意度、在线工作技能熟练程度、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方面产生负面影响(Hung et al., 2010 
[22]; Edumadze et al., 2017 [23]; Yeh et al., 2019 [24]; Czerniewicz, 2020 [25]; Graham & Pasi, 2020 [26])，从

而阻碍在线学习态度的提升。 
2) 教育系统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有能力提供灵活的教育，以便让学生充分参与在线学习教

学活动(Agormedah, Henaku, Ayite & Ansah, 2020) [27]。自主学习能力作为研究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普遍

关注的学生素养，在网络学习自定步调、个性选择的情境下作用更为明显，影响在线学习个体之间的互

动体验，从而影响在线学习效果(黄振中，张晓蕾，201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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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课程应合理融入现有课程体系，建立相应的课程管理和评价机制，并整合多个在线学习平台，

以简化技术操作。同时教师面临从单一的线上或线下教学到混合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活动的设计、在

线学习活动的组织与管理，都需要考虑到学生适应性的变化(万昆，郑旭东，任友群，2020) [29]，能够给

予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方面的在线学习支持，避免直接生硬地将课堂从线下搬

到线上，要保持和促进学生在线学习意愿，从而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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