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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Zimmerman提出的“自我调控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理论，讨论MOOC英语教学

环境下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的变化趋势。研究对自然学习环境下83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12名研

究生进行访谈。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在学期末与学期初相比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目标

设定和自我评价能力有较大幅度提高，在任务策略和环境构建方面增幅较小。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受

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影响。该研究为MOOC英语教学环境下提升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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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proposed by Zimmerman, this paper stu-
di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earners’ self-regul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83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natur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interviewed 12 graduate studen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learners’ self-regulation had im-
proved in different degree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compar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
ster,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increase in goal-setting and self-evaluation abilities, and a slight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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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e in task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Learners’ self-regulation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research provides certain implica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ers’ self-regulation in MOOC English teach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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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MOOC 教学因易于使用、覆盖人群广、学习资源丰富等优势得到迅速推广，然而其线上教学属性对

学习者也提出了相应要求。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方法，还要适应线上学习方式，这就

依赖学习者较高的自我调控能力[1] [2]，调动主观能动性，激发学习动力，适时调节学习情绪，合理选择

并调整学习策略，有效利用线上平台教学资源，提高学习效果。国内对自我调控能力的研究已取得较为

丰富的成果，但对 MOOC 英语课程环境中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鲜有探讨。因此，本文以自我调控学习

理论为框架，以某高校在 MOOC 环境中学习学术英语的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讨论自我调控能力的动态特

征及影响因素，从而为 MOOC 教学环境下培养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提升学习效果提供教学启示。 

2. 自我调控学习与自我调控能力 

自我调控学习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设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运用元认知、动机、行为三方面的策

略，计划、监控、调节、反思自己学习过程和行为的一种能力”[3]。在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Zimmerman
将自我调控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思阶段、行为阶段和自我反思阶段[4]。在前思阶段，学习者产生学

习动力、制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并选择学习策略；在行为阶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

观察和控制，以适时调整学习策略；在反思阶段，学习者关注学习结束后的学习成果，并进行自我评价

和反思。这三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自我调控能力，是指“学生在学习中根据学习任务的要求，使用各种自我调控学习策略，有意识地

调节自己的学习动机、学习目标、学习情绪以及学习行为，监控和评估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进度，并

在任务完成后反思自己学习表现的能力”[5]。国内有关自我调控能力的研究主要聚焦学习者心理、认知

和行为等方面，如：学习情感[6]、动机[7] [8] [9]、策略[10]等。同时，已有研究发现，“自我调控能力

的个体差异受学习者内在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11]。在线学习环境下，影响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

的学习者内在因素包括情绪、动机、策略等。有学者发现，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与学习焦虑情绪轨迹

呈现非线性交互关系[6]，与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呈正相关[7] [10]。外部社会因素则包括教学平台、学习

环境等。例如，“钉钉”电子化教学平台能够引导和支持学习者运用自我调控学习策略提高自我调控能

力[12]，具备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习者提高在线学习自我调控能力[13]。 
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实时线上课堂中本科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且以共时量化研究为主。然而，我国相

当一部分线上英语课程以 MOOC 形式开展，以往研究对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的历时性探讨较为匮乏，尤

其鲜见对研究生自我调控能力的讨论。因此，本研究追踪研究生基于 MOOC 的学术英语学习过程，聚焦

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体研究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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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者在 MOOC 英语教学环境下的自我调控能力是否呈现动态变化？ 
2) 学习者在 MOOC 英语教学环境下的自我调控能力受哪些因素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国内某高校非英语专业一年级 83 名研究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依托的课程为该校面向非英

语专业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学术英语课程。学生需在 MOOC 平台上完成为期 12 周共 16 个单元的学习，

学习时间自主决定。课程成绩由三部分构成：观看教学视频(40%)、完成章节测试(50%)，章节学习次数

(10%)。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用问卷基于 Barnard 等设计的在线自我调控学习问卷(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question-
naire) [14]，根据 MOOC 平台与课程内容略有改动，分为计划、行为、反思 3 个维度，下设 6 个子维度，

即目标设定、环境构建、任务策略、时间管理、寻求帮助及自我评价，共 25 项(附录 1)。目标设定特指学

习者为线上英语课程学习设定目标、制定计划的行为。环境构建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主动选择、设计

和调整学习环境的行为，旨在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任务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完成学习任务时采取的具体方

法、技巧和策略。时间管理是指学习者合理规划、安排和利用学习时间的能力。寻求帮助是指学习者在遇

到困难、问题或不确定的情况下，主动向他人、教师或资源寻求帮助和支持。自我评价是指学习者对自己

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进行反思、评估和总结的能力。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编制，其中 5 表示完全符合，

1 表示完全不符合。各维度的 Cronbach’s ɑ在 0.882 至 0.929 之间，均大于 0.7，问卷信度较好。访谈问题

涉及目标的设定、环境构建、任务策略、时间管理、寻求帮助以及自我评价六个维度(附录 2)。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分别于课程初的第二周、学期末通过问卷星(https://wjx.cn/)发放问卷以获取量化数据。问卷当堂

发放并收回。学期初发放问卷 83 份，收回有效问卷 70 份；学期末发放 31 份，收回有效问卷 23 份。对

收回问卷中的反向问题的答项进行调整后，通过 SPSS22.0 分析学生在每个维度上得分的平均值，认为得

分越高的学生其自我调控能力越强。 
在学生两次提交问卷后，研究者均通过微信或腾讯会议形式对其中 12 名学生进行一对一半结构访谈，

并在征其许可后，对访谈内容录音及转写。对访谈所获质性数据进行成分分析，旨在深入了解学习者在

MOOC 英语教学环境下的自我调控策略、感受及影响因素，并与问卷调查结果互相印证。 

4. 结果与分析 

4.1. 自我调控能力总体特征 

如表 1 所示，通过学期初和学期末问卷数据对比分析可得，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习者在六个维

度下的自我调控学习能力均有所提高，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该研究结果与尚建国(2016) [10]和李莹莹(2020) 
[11]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相较于本科生而言，研究生接触网络自主学习的时间较长，

因而会有意识的调控自我学习，采取一些自我调控策略从而追求更高效的学习。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

学生在目标设定和自我评价维度下自我调控能力增幅较大，任务策略和环境构建维度下增幅相对较小。

学习者在环境构建上仍表现出较高的自我调控能力，在任务策略上显示出相对较弱的自我调控能力，且

不同学习者在任务策略上的表现具有一定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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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cores of self-regulation 
表 1. 自我调控能力得分情况 

阶段分布 构成要素 
学期初 学期末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计划阶段 目标设定 3.68 0.71 3.85 0.58 

行为阶段 

环境构建 3.95 0.80 4.04 0.55 

任务策略 3.52 0.85 3.58 1.04 

时间管理 3.59 0.83 3.72 0.80 

寻求帮助 3.73 0.71 3.85 0.65 

反思阶段 自我评价 3.48 0.84 3.73 0.74 

4.2. 访谈结果 

4.2.1. 目标设定 
学习目标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学生自身的动机、信念的影响，如学生的内在兴趣、对学习结果的

预期等。根据访谈结果，受访者大多都会制定学习目标，对比前后访谈对象的回答，访谈对象对于目标

设定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的认知没有明显变化。从表 2 可以得出，只有 S1 在前期后期都明确提出会设定

具体学习目标并且尝试努力完成目标，S2、S3 对于制定学习目标动力不足。 
 
Table 2. Excerpts from interviews 
表 2. 访谈节选 

访谈问题：Q1：在学习之前，你会制定学习目标吗？ 

访谈对象 前期回答 后期回答 

S1 “会制定目标，怎么说，就制定了目标，然后你进

行学习，你就会知道差距在哪里嘛。” “我会设定具体的学习目标，并努力去完成它们。” 

S2 “主要想提高一下论文写作技巧，尽可能把视频当

中的知识点弄懂。” “我会制定目标，但是不一定能完全照着计划执行。” 

S3 “会有小目标，但是不是那么的明确。就像在三周

之内完成多少节网课这种。” 
“没有制定具体的学习目标，就是单纯的要完成这门

网课，听完课，完成测试题。” 

4.2.2. 环境构建 
构建良好学习环境可帮助学习者避免干扰因素，专注学习。学习环境的选择受校园环境等客观因素

以及学习者信念、动机的影响。由表 3 可以看出，三位学习者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基本都会选择安静的地

方进行学习，而不会特意选择特定的时间段。对比前后访谈对象的回答，三位学习者在环境的选择上没

有较大变化。 
 
Table 3. Excerpts from interviews 
表 3. 访谈节选 

访谈问题：Q2：你会为自己挑选合适的学习场所或时间段吗？ 

访谈对象 前期回答 后期回答 

S4 
“时间段的话一般会是没有课的时间。学习场所一

般会在图书馆。因为我认为这个宿舍不是一个学习

的地方，一般会在图书馆跟自习室。” 

“我会尽量营造一个适合学习的环境，以确保专注

力和效率都能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但不太会选择

特定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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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7 “会挑选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时间段的话，可能

就会选择闲暇时间。” 

“一般不会特意去图书馆或者自习室学，大多数时

间都是在宿舍自学，不过如果寝室太吵会另外找地

方学。” 

S11 “一般会选择合适的学习场所，安静一点的。时间

段的话不是那么注意。” 
“会去图书馆学，那里比较安静，不容易被打扰。

时间段的话，没有固定的时间段。” 

4.2.3. 任务策略 
Zimmerman 指出，自控能力高的学习者会使用多种学习策略，并有能力持续评估所选策略与学习目

标的契合程度，从而及时调整策略[3]。任务策略的制定受到教学进度、方法的影响。对于学习计划，三

位学习者的回答在前后期访谈有所区别。如表 4 所示，S1 前后回答基本一致，即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一定

的学习量。S3、S10 前期都表示不太会制定学习计划，S3 后期访谈表明会根据老师下发的大纲进行学习，

S10 后期访谈仍表明没有做具体的学习计划。对于学习方法，三位学习者在前期访谈中表明没有对这门

课程采取特殊的学习方法。在后期访谈中，三位学习者都明确描述了采用的学习方法。此外，访谈对象

在第一次访谈中，未明确报告要采用的任务策略，但在二次访谈中较为明确地报告了采取的任务策略。 
 
Table 4. Excerpts from interviews 
表 4. 访谈节选 

访谈问题：Q3：你会制定学习计划吗？ 
Q4：你会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访谈对象 前期回答 后期回答 

S1 
“会制定学习计划，对于慕课，就会说在某一个时

间段就完成一部分。” 
“对于这门课，主要是看网课跟看课本。” 

“会每周指定大致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一定

的学习量。” 
“没有用过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但是会在听不懂

的地方反复多听几遍，确保能够理解老师的意思。” 

S3 

“线上学习可能不太会。因为感觉因为现在学习它

比较灵活的话，我感觉制定了学习计划之后反而不

好实施。” 
“一般就是上课做笔记，然后课后做一下练习。” 

“会制定大致的学习计划，根据老师下发的大纲提

前进行学习，……大概就是会按照大纲的安排提前

一周。” 
“边看视频边做一些笔记，然后自己对知识进行梳

理，类似思维导图，这样学起来会更清晰。” 

S10 
“不太会。要根据其他时间的安排，因为有时候可

能会有其他事情耽误我的学习计划。” 
“……课前预习，我会上网查一些生词。” 

“没有什么具体的学习计划，就是听网课，看 ppt，
然后回答问题。因为那段时间比较紧张，整门课程

并没有花很长时间。” 
“方法的话，就是先看网课，然后做练习题，有不

会的再去找当时的视频，配上 ppt，基本上问题都能

解决。” 

4.2.4. 时间管理 
在时间管理方面，如表 5 所示，学习者在前期大多不会对学习时间进行规划，而在后期选择进行大

体或更细致的规划，如明确在课程结束前提前多久完成课程内容、视课程难度分配每天的学习时间等。

在进行时间管理时，学习者普遍会根据 MOOC 学术英语课程的具体情况(如课程长度、难度)和自身的学

业安排而灵活、宏观地管理 MOOC 学术英语课程学习的时间，较少进行具体的规划。在时间管理维度，

外部因素如网课形式本身的灵活性、课程视频长度不一等会影响学习者是否会进行时间管理，而学习者

自身的学业安排、对课程的难度评估则会影响学习者是否会对计划的学习时间进行贯彻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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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Excerpts from interviews 
表 5. 访谈节选 

访谈问题：Q5：在学习中，你会规划学习时间吗？ 

访谈对象 前期回答 后期回答 

S3 
“学习时间的话就是看它网课的时间……因为每节

网课的时间都不一样。我每一周就固定完成两个单

元……一周两个小时吧！” 
“不太会规划具体时间，只会做一下大体的规划。” 

S5 
“其实也不怎么会，因为网课比较灵活，而且这个

网课的视频时长不太统一……所以不会找一个固定

的时间点去学习……” 

“会进行一定的时间规划……就是提前一周(完成)
课程内容。” 

S6 
“我不太会规划具体的时间。没有作业的话，我会

尽量当天完成一节，当天无法完成的话。我会尽可

能找时间，在第二天去完成。” 

“……一天到两天完成一章，然后一章大概半小时

到一个小时吧，看那章节具体的难度而定。” 

4.2.5. 寻求帮助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积极主动的寻求帮助是自我调节能力水平高的体现，而 MOOC 学习

环境则对学习者寻求帮助的能力有所考验。如表 6 所示，学习者在进行 MOOC 学术英语课程学习时所采

取的寻求帮助方式方法前、后期基本一致。遇到问题时，学习者大多会自行上网搜索、面对面或通过微

信等与同学进行交流，而很少与老师进行交流，一是由于学习者认为课程难度适中，基本能够通过自己

或与同学交流就能解决问题，二是由于学习者认为与老师交流会“不自然”，所以将寻求老师的帮助作

为最后的办法。在寻求帮助维度，学习者的内部因素如对课程难度的评估、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沟通

习惯和偏好等会影响学习者是否会主动寻求外界帮助，外部因素如课程难度，MOOC 平台便利性和资源

丰富性、学习工具(如翻译软件等)和通讯工具(微信)的便捷性等会影响学习者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寻求帮助。 
 
Table 6. Excerpts from interviews 
表 6. 访谈节选 

访谈问题：Q6：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你会怎么解决呢？ 

访谈对象 前期回答 后期回答 

S1 

“会和同学交流，主要是通过通讯工具，因为比较

方便……遇到问题就查翻译软件，再不会就会问问

同学……上了大学之后就自学以自学为主，除非自

己解决不了，不然很少和老师交流……” 

“和同学交流比较多，基本上和老师没有什么交

流……大多数是面对面交流……和同学讨论，基本

上问题都能解决，因为这个课程不是很难。” 

S8 

“……通讯工具上就是老师，如果是同学的话，就

是面对面。有时会上网自己去搜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实在自己解决不了，就先跟同学交流一下，实

在不行就询问一下老师。” 

“很少和老师交流。有交流的话也是和同学在线上

用微信，不过没有聊很多。” 

S12 

“和老师一般不会有交流，和同学的话会有一般是

面对面。一方面和老师之间感觉不太自然。第二点

感觉这些问题可以不用问老师……线上课程的话，

我不会想要问老师这种事……遇到问题第一个是

自己查一些资料……第二就是找同学问一下。” 

“会和同学交流……面对面和线上交流都有，面对

面比较多。和同学讨论、上网搜、或者是看前面的

课程知识点、ppt 和视频什么的，基本上都能解决

了。” 

4.2.6. 自我评价 
在自我反思阶段，学习者会对学习行为进行自我评估，分析原因并适时调整目标与策略[3]。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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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学习者在进行 MOOC 学术英语课程学习时，前期较少进行自我评价，后期则会逐渐关注自我评价，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办法调整学习状态，以提升学习效率。而学习者前期较少进行学习评价，究其原因，

一是学习者对自身的英语水平没有信心，二是学习者认为学术英语课程的优先级次于专业课，三是认为

课程比较简单，进而忽略了自我评价。学习者在学习进行到后期时，会通过自我观察、章节测试成绩等

方法发现学习状态和学习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练习、复习、转换学习环境等手段进行相应

调整。在进行学习评价时，学习者的内部因素如对课程优先级的认知、自身的英语水平等，外部因素如

课程难度、课程形式等会影响影响学习者是否会进行自我评价。 
 
Table 7. Excerpts from interviews 
表 7. 访谈节选 

访谈问题：Q7：你会检验自己的学习质量吗？如果会，是用什么方式？ 
Q8：你会对自己的学习状态或学习成果进行反思总结吗？ 

访谈对象 前期回答 后期回答 

S1 

“我不会检验自己的学习质量。因为它不是我们专

业主要的专业课，所以学这门学科优先级不是很高。

我主要时间还是在专业课上。但会隔每一段时间对

学习成果进行反思，经常性的去复习增强记忆。” 

“会进行一定的反思，比如因为我的听力比较差，

就会去英语 app 上进行一定的练习，这样听课的效

率会高一些。” 

S2 “……通过笔记和测试的一个情况去反思自己对这

门课还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如果这段时间的学习效率比较低，就会采

取一些手段来集中注意力，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

来学习……课后的练习，如果正确率比较低的话，

就会再去看一遍网课，然后重新梳理知识点。” 

S7 

“因为本身英语水平就不高，没有想过去检测这一

方面，一般课后题完成基本上就算掌握知识点

了……上完课后我一般会做笔记，记录一下重

点……课后总结一下老师上课讲的重点。” 

“不怎么反思……因为是网课，可能会更考验自

己的专注力吧。不过这门课程比较简单……从期

末成绩来看，学习成果还可以。” 

5. 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 MOOC 英语教学环境下，学习者学期初和学期末的自我调控能力以及其在学习过程中

自我调控策略的使用，探究了其自我调控能力动态变化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经过一学期的

线上课程学习之后，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有所提高，且在不同的维度下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变化不同。

通过访谈分析可得，学习者目标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在环境构建、任务策略、时间管理、寻求

帮助以及自我评价方面的表现，对自我学习行为的评估又会反过来影响其在计划和行为阶段的表现，这

一发现与李莹莹(2020) [11]得出的结论一致，同时验证了学习者在计划、行为、反思阶段的自我调控能力

具有循环周期性和相互依存性[3]。在目标设定维度下表现良好的 S1 在任务策略、寻求帮助和自我反思

时仍表现有较高的自我调控能力。S5 和 S6 在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之后，自我调控能力有所增强，S3 的表

现则不太稳定，自我调控能力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 
本研究的访谈结果还显示，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很大程度上受 MOOC 学习平台功能以及网络资源

的影响。首先，当学习者在进行 MOOC 线上学术英语学习遇到问题时，相关软件、搜索引擎和 MOOC
平台课程资源等便利了学习者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如 S1“查翻译软件”，S8“上百度搜”，S12“看前

面的课程知识点、ppt 和视频”等。此外，学习者还会通过其他学习软件辅助 MOOC 线上学术英语学习，

如 S1“因为我的听力比较差，就会去英语 app 上进行一定的练习，这样听课的效率会高一些。”MOOC
学习平台的记笔记和章节测试等功能方便了学习者进行学习评价，根据访谈内容，大多数学习者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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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评价，而 MOOC 平台的课后题、章节测试等功能都清晰、直观地反映了学习者的

学习效果，学习者根据测试结果就可以调整学习状态和学习策略。但 MOOC 平台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者是否会进行时间管理，如 S5“因为网课比较灵活……不会找固定的时间点

去学习，”S4“因为很方便，所以有时候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学”。以上发现印证了具备技术

支持的学习环境能够引导和支持学习者提高自我调控学习能力[13]，但针对学习自主性不高，自我调控学

习能力水平较低的学生，仍需教师进行介入和指导，平台开发者完善平台功能等[12]。 
本研究数据还显示，自我调控能力在线上教学环境下的实现情况受到学习者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

共同调节。本研究中，学习信念、动机较强的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现出更高的自我调控能力，如 S1。外部

因素如学习环境等也影响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大部分受访者都会选择合适的场所进行学习，防止外部

不利因素如噪音等的影响。这与自我调控能力在线上教学环境下的实现情况不仅受学习者内在因素影响，

还受到如学习环境、教师教学等诸多外部因素调节的研究发现相呼应[11]。 
以上研究结果对于外语教师在进行 MOOC 教学环境有一定启示。研究发现学习者在计划阶段的对目

标的设定会对其在行为和反思阶段的自我调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线教师应当积极帮助学习者适

应线上教学环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提高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积极性[10]，同时指导学生尽早

对线上学习进行规划[11]。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定期反馈，为自我调控能力

较差的学生提供帮助。同时，研究也发现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受到来自学习平台的外部因素影响，比如

MOOC 平台缺少配套查询、练习功能，因此平台也应重视技术在线上外语教学环境下的重要作用，为学

习者带来更便捷舒适的学习体验[13]。以上研究发现为“教师调控学生线上学习自我调控能力”、“平台

优化语言学习体验”提供了一定启示。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跟踪调查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MOOC 英语学习过程，分析了其在计划、行为

和反思三个维度的自我调控能力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在经过一学期线上课程学习后自我

调控能力在 6 个维度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印证了学习者的自我调控能力具有周期性、相互依存

性。研究还表明，自我调控能力在 MOOC 学习环境下受到内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虽然本研究

对 MOOC 英语教学环境下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方面做了一定探索，但因样本数量较少，研究仍有不足。

未来研究可增加样本量，对不同语言学习者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深度分析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的作用

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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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1) 我会为线上 MOOC 英语学习的测试成绩(完成情况)设定预期目标。 
2) 我会制定短期目标(每天或每周)。 
3) 我会制定长期目标(每月或每学期)。 
4) 我在进行线上 MOOC 英语学习时能够保持高质量学习。 
5) 我会设定学习目标来帮助我更好地管理线上 MOOC 英语学习的时长。 
6) 我的线上英语学习质量会受到线上教学模式的影响。 
7) 我会选择舒适的学习地点进行 MOOC 线上学习。 
8) 我随便找地方学习。 
9) 我会选择能让我最高效进行 MOOC 线上学习的地点来学习。 
10) 我会选择一个很少干扰的时间段进行 MOOC 线上学习。 
11) 我尝试为 MOOC 的线上课程做笔记。(因为笔记对于 MOOC 线上学习比在普通课堂上更重要。) 
12) 为了减少分心，我会朗读(阅读) MOOC 平台上发布的教学材料。 
13) 在线上课中，除了课程设定的问题之外，我会着手解决其他问题来帮助我掌握课程内容。 
14) 我会花费额外的时间在线上课程中，因为我知道线上课程需要花很多时间。 
15) 我试着每天或每周安排相同的时间学习在线课程。 
16) 我能遵守我制定的时间计划表，完成学习任务。 
17) 虽然不必每天都参加线上课程，但我还是尽量把学习时间平均分配在几天内。 
18) 当我遇到课程内容相关的问题时，我会向对课程内容很了解的人寻求帮助。 
19) 我会通过一些网络通信工具和其他同学交流，寻找我和其他同学问题的共性，探求解决问题的

办法。 
20)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会试着和同学面对面交流。 
21) 我会坚持不懈地向老师求教。 
22) 我会对线上学习的内容进行总结来对我的所学内容进行检验。 
23) 在进行线上学习时我会根据课程材料对自己提出很多问题。 
24) 我会和同学交流来得知我在线上学习中的学习质量到底如何。 
25) 我会和同学交流来发现我和同学学习内容的不同。 
 

附录 2 

1) 在学习之前，你会制定学习目标吗？ 
2) 你会为自己挑选合适的学习场所或时间段吗？ 
3) 你会制定学习计划吗？如果会，请具体阐述。 
4) 你会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请具体阐述。) 
5) 在学习中，你会规划学习时间吗？如果会，请具体阐述。 
6) 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你会怎么解决呢？ 
7) 你会检验自己的学习质量吗？如果会，是用什么方式？ 
8) 你会对自己的学习状态或学习成果进行反思总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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