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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学生作为学习主体，深入广泛地参与了线上课程的学习。目前大多数研究

聚焦于线上学习为老师和学生所带来的便利与优势，有关线上课程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和线上课程存在

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新疆五所高校的大学生线上学习现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的方

法，对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就优化线上课程以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给出了建议。该研究有助于教育数字化更好地适应学生自然学习规律，为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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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digitization, students,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learning, are deeply and 
widely engaged in online course studies. Currently,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veni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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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that online learning bring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le studies on the factors influ-
encing online course learning outcom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long with their solutions re-
main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online learn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fiv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Xinjiang, this paper employ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alys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dditionally,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online course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better aligning digital education with students’ natural learn-
ing patterns and offers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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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重构教育生态，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优化教学流程、

创新教学模式并提升教育质量的过程。从发展阶段来看，教育数字化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深化应用的演

进。初步探索以慕课为代表，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共享。进一

步的发展目标则致力于实现针对性练习和个性化训练。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为学习者提供定制

化的学习路径与实时反馈。 
然而，在教育数字化发展，线上学习普及的情况下，事实表明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受较多因素影响，

线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低。为更好地适应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以及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

对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影响因素以及如何优化线上课程以提升学生积极性的研究迫在眉睫。为此，应通过

研究影响学生线上学习的因素，为线上课程的优化改进提供参考意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促进其进

一步向适应学生需求的方向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水平等因素，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发展不均

衡问题突出。调查其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有助于精准识别短板，通过技术手段弥补资源不足，推动优

质教育资源向西部流动，促进教育公平。调查新疆等西部地区的数字化教育发展，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在新疆五所代表性高校进行问

卷调查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影响新疆大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因素，并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为线上课

程升级改革提供了方向与建议。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是技术接受度和

平台建设，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探讨为主。第二个阶段的研究转向学习效果影响因素、学习行为分析和

主动性提升策略等深层次问题。研究方法也发展为实证研究占主导，大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学习分析

技术和实验干预等。 
多项研究表明，个体特征、课程设计和技术赋能三个方面对线上学习效果具有核心影响因素。个体

特征主要包括自我调节能力和学习动机两个方面。中国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1]、时间管理能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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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策略对线上学习效果有显著影响。课程参与度和完成率，持续学习动力和自我效能感则会影响学生的

线上学习效果。学习动机方面，国内研究特别关注外在动机(如考试压力)与内在动机的平衡问题[2]。外在

动机和内在动机无法达到平衡时，学生线上课程的学习效果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学习主动性也会随之受

到影响。课程设计特点主要聚焦于本土化教学模式，互动有效性和技术赋能。国内研究强调符合中国学

生认知特点的“精讲多练”模式。在平台本土化特征方面有超星、雨课堂等本土平台的使用体验研究，

而微信生态与教育应用的融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移动学习模式。技术赋能方面的研究有学习分析技术在

国内课堂的应用案例，以及人工智能助教的个性化提醒。在混合式实践方面有“线上自主学习 + 线下小

组研讨”双螺旋模式，“MOOC + SPOC + 翻转课堂”的本土化实践等研究。研究表明，对传统课堂的依

赖程度和对通过此类线上课程学习获得的学习效果呈反向增长作用[3]。另外 MOOC 课程在开展过程中

并没有采取很好的措施来保证互动的及时性和有效性[4]，这也导致了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受到影响积极性

不高。 
从学生学习特点、学习规律和线上课程现状本身两方面来看，线上课程学习效果没有很好地达到预

期，且受自我调节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学习策略、内外学习动机、线上课程特点等多方面影响。学生对

线上课程满意度和主动性不高[5]。线上课程不能很好地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当前，我国的研

究主要从外部探索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因素，然而从学生主观认知方面开展的研究不足，忽视了学

生心理意愿方面对线上课程接受度和积极主动性的影响原因。 
本文以新疆五所高校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深入探究学生对线上学习效果的主观认知和积极

程度，分析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因素和优化线上课程以提升学生积极性应有的策略。 

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调查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因素，旨在优化线上课程，使其更好地适应学生学习习惯

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调查对象为新疆五所具有代表性高校：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

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大学的参与线上课程的本科生，涵盖文科，理科，工科三个学科门

类。数据收集方式为通过问卷星在线上问卷平台发放，填写时间为 5~7 分钟。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036 份。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以分析线上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的主观认

知和提升主动性的适当方法。问卷设计包含三个维度：线上课程现状的基本信息，线上课程的学习习惯，

对线上课程的评价与期望。其中在线上课程现状的基本信息方面，分别调查了开设的线上课程数量，时

长和科目。在线上课程的学习习惯方面，分别调查了学生学习时间段，学习形式，掌握程度以及是否独

立完成线上课程及其原因。在线上课程的评价与期望方面分别调查了学生是否认为线上课程有帮助，期

望的课程模式，理想的课程门数及时间，并提供了简答题的类型，收集学生的补充意见。 

4. 调查结果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高校学生参与线上课程的相关数据，主要从课程数量与学习负荷、课程

类型分布、线上线下学习偏好原因分析、学习效果评价、学习障碍因素及改进需求六个方面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 
1. 课程数量与学习负荷 
调查显示，当前学生参与的线上课程数量主要集中在 3~6 门，占比达到 78.97%，而学生期望的理想

课程数量为 0~3 门，占比 67.29%。这与 CLT 中外在认知负荷问题直接相关。这一差异表明，现有线上课

程安排可能超出了学生的心理预期和学习承受能力，使学生学习负荷过大，分散学生注意力，减弱了学

习效果和主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学生每周需要投入 3~6 小时完成线上课程学习，其中约 59.48%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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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该时间投入对其日常学习计划造成了一定压力。 
2. 课程类型分布 
在课程类型方面，线上课程中公共课与专业课的比例严重失衡，二者占比约为 2:1。具体而言，公共

课(如思想政治、大学英语等)占总体线上课程的 67.83%，而专业课仅占 32.17%。这一分布表明，当前线

上教学资源更侧重于通识教育，而专业课程的线上化建设相对滞后，可能难以满足学生对专业领域深度

学习的需求。 
3. 线上线下学习偏好原因分析 
调查显示，学生选择线上学习模式的主要原因包括(N = 971)： 
(1) 灵活性优势：时间地点自由(71.58%)与可重复学习(73.74%)是核心吸引力，体现学生对自主学习权

的重视以及对自我调节学习的追求；61.17%的学生则更加认可“重点可暂停，次要可跳过”的功能价值。 
(2) 资源丰富性：58.08%的学生因“课程选择更多”倾向线上学习，42.84%提及“课程容量更大”，

反映了线上平台在资源多样性上的优势。 
尽管线上学习具有便利性，线下模式仍因以下特点被学生优先选择(N = 2036)： 
(1) 互动与环境驱动力：更有学习氛围(72.74%)与交互性更强(70.68%)两项占比最高，说明实时反馈

对学习效果的关键作用和物理空间对学习专注度的积极影响。 
(2) 效率影响：67.19%的学生认为线下“效率更高”，体现了学生学习氛围和纪律性的重视。 
根据学生对线上线下学习的偏好可以分析线上课程改进方向，线上课程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交互

设计，增加实时答疑、小组讨论功能；内容优化，提供更精准的重点标注与学习路径推荐；技术支撑，改

善平台稳定性，减少卡顿问题。 
4. 学习效果评价 
在课程内容掌握程度方面通过 10 分量表调查显示(N = 2036)，学生对线上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呈现

两极分化：整体表现：平均得分 6.13 (满分 10 分)，NPS 值−40.86%，表明整体满意度处于较低水平；得

分分布：20.04%的学生给出 5 分(中性评价)，仅 8.84%的学生达到满分 10 分，12.08%的学生评分在 3 分

及以下(1~3 分)。关于线上课程的实际帮助，学生的评价普遍趋于中性。数据显示，约 60.32%的学生认为

线上课程对其学习的帮助程度为“一般”，仅 14.24%的学生认为“帮助较大”，另有 25.44%的学生认为

“帮助有限”。结合访谈资料发现，评价偏低的主要原因包括课程互动性不足、学习反馈不及时等。 
5. 学习障碍因素 
针对“未能认真完成线上课程的原因”，学生反馈可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类因素：内在因素：58.79%

的学生认为自身学习能力有限，难以适应线上自主学习模式；39.64%的学生表示对课程内容缺乏兴趣，

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外在因素：58.79%的学生认为课程压力过大，多门课程任务叠加导致精力分散；59.48%
的学生指出线上课程数量过多，难以兼顾质量与进度，强调时间消耗过长，影响了其他学习或活动安排。 

6. 针对线上课程的改进需求 
学生对线上课程的改进诉求高度集中。67.58%的学生提出需提升课程的趣味性，具体建议有增加案

例分析与实践环节，优化课程视频的交互设计(如嵌入小测验、讨论区)；提供更灵活的学习进度安排；58.4%
的学生期待线上课程质量的提高，如名校导师等。46.95%的学生希望线上课程的科目能够更符合需求，

47.35%的学生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兴趣上。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揭示了新疆高校学生线上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线上课程在数量分配、类

型覆盖、教学效果及学生体验方面的存在一定问题。学生普遍面临课程负荷过重、专业课资源不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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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动力低下等挑战，而提升课程质量与趣味性成为最迫切的改进方向。线上课程的优化及主动性的提升

策略应主要聚焦于上述方面。以下分别从当前线上课程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优化策略两方面进行分析。 
1. 当前问题 
(1) 课程负荷与学习效果的矛盾 
调查显示，学生实际参与的线上课程数量(3~6 门)显著高于其期望值(0~3 门)，超负荷的课程安排导

致学生难以兼顾学习质量与进度，这与刘冰、罗小兵(2018)关于 SPOC 学习压力的研究结论一致。过重的

学习负担不仅削弱了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薛以胜等，2023)，还降低了其内在学习动机(燕之涵，2025)。
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共课占比过高(67.83%)与专业课资源不足(32.17%)的结构失衡加剧了这一问题。这一

现象表明，当前线上课程设计尚未充分结合学科特点与学生需求，亟需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减少冗余内

容来缓解学生的认知负荷。 
(2) 互动性不足致使学习主动性不强 
学生普遍反映线上课程互动性不足(70.68%偏好线下互动)，导致学习反馈滞后与参与感缺失。这与江

毓君(2023)指出的 MOOC 互动设计缺陷相呼应。尽管灵活性是线上学习的核心优势(71.58%认可时间自

由)，但单向知识传输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深度学习需求。访谈中，学生提出增加实时答疑、小组协作等

功能的需求，提示未来线上课程需借鉴“双螺旋模式”(线上 + 线下)和“精讲多练”理念，通过技术赋

能(如 AI 助教、学习分析工具)增强交互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 
(3) 课程质量与趣味性有待改进 
67.58%的学生呼吁提升课程趣味性，具体诉求包括增加案例分析、实践环节及交互式测验。这一发

现与高飞、吕吉(2025)关于混合式教学满意度的研究结论一致。当前线上课程仍以传统讲授为主，缺乏情

境化设计，导致学生兴趣不足(47.35%因内容枯燥而动力低下)。建议通过“模块化内容设计”与“游戏化

学习机制”增强吸引力，例如引入微课、虚拟仿真实验等，同时整合名校资源(58.4%期待名校导师)以提

升课程质量。 
2. 优化策略 
(1) 课程负荷合理化：需压缩线上课程数量(理想值 0~3 门)，优化公共课与专业课比例，减少冗余内

容以降低学生认知压力。 
(2) 交互设计增强：通过实时答疑、小组协作功能及 AI 技术赋能，弥补线上互动短板，提升学习沉

浸感与参与度。 
(3) 内容质量与趣味性提升：引入案例教学、实践模块及游戏化元素，结合名校资源打造“精准化 + 

情境化”课程，激发学生内在动机。 
(4) 技术平台优化：改善平台稳定性与功能适配性，例如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减少卡顿等体验

问题。 
上述策略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线上学习的主动性与效果，也为教育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实践方

向。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区域性差异对线上学习的影响，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教育生态建

设。从时长，质量，趣味性方面优化线上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主动性并推进数字化教育现代化建设。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新疆五所高校的实证调查，揭示了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效的认知因素，并提出线上课程优

化策略，旨在提升学生线上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研究发现，当前线上课程在课程负荷、互动

性、内容质量等方面存在显著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效果。具体而言，课程数量超负荷、专

业课资源不足、互动设计薄弱及内容趣味性欠缺是制约线上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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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了课程负荷合理化、交互设计增强、内容质量提升及技术平台优化等策略，以改善学生的线上学

习体验，激发其内在学习动机。 
总体而言，优化线上课程的时长分配、教学质量与趣味性，是提升学生主动性和推进教育数字化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路径。未来需持续探索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更具适应性、互动性和吸引力的线

上学习生态。在数字化教育做出改进的同时，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也应调整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更

好地适应教育数字化的趋势。 
本研究以新疆五所高校为样本，虽具有区域代表性，但未覆盖全国其他地区，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

以增强普适性。此外，问卷设计侧重主观认知，未结合客观学习行为数据(如平台登录频次、作业完成率)，
后续研究可采用混合方法进一步验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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