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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文章旨在探讨近年来因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用户需求增长而兴起的“云自习”现象，特别是以CoStudy
平台为案例，为青年人合理利用在线云自习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在线学习的有效性与健康发展。方法：

文章以CoStudy平台为例，分析云自习的兴起背景，结合用户访谈和文献回顾，探究云自习的运作机制

及可能遇到的问题。结果：云自习的发展动因包括技术进步延伸物理空间、Z世代媒介化生存倾向等，

CoStudy平台通过建构学习场景、借助他律增强自律、构建“学习共同体”等方式满足用户学习需求和心

理寄托。但云自习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结论：通过对云自习的全面审视，我们期望能够为在线学习的

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促进技术与学习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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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of “cloud self-study” aris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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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users’ demand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taking 
CoStudy platform as a cas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young people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online cloud self-study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learning. Methods: 
Taking CoStudy platfor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cloud self-
study, and explore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ossible problems of cloud self-study by combining 
user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cloud self-study in-
cludes the extension of physical space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tendency of Z-generation media 
survival, etc. CoStudy platform meets users’ learning needs and psychological sustenance by construct-
ing learning scenes, strengthening self-discipline by heteronomy, and building a “learning communit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otential problems in cloud self-study. Conclus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loud self-study, we expect to provid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online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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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在线学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习方式，而在线云自习则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兴学

习模式。作为一种突破传统学习方式的创新尝试，在线云自习通过互联网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学习者可以摆脱物理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随着技术的发

展和社会的变迁，在线云自习逐渐成为当代青年人热衷的学习方式。本文以 CoStudy 平台为例，对当代

青年在线云自习的心理透视与现实审思进行研究。CoStudy 平台以其独特的学习模式和互动机制吸引了

大量用户，为学习者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在线云自习进行深入探讨，包

括其发展原因、用户心理、互动机制以及潜在问题等。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将对在线云自习有

更全面的认识，并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为了深入理解当代青年对在线云自习的心理认知与实际情况，笔者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访谈，受访

者主要是 CoStudy 平台的主要用户群体，包括高中生、大学生、职场人士等，这些用户因为备考、自我

提升等需要，而选择使用云自习来提高学习效率和自律性。为了确保访谈的有效性和全面性，笔者在访

谈前进行了准备工作：根据研究目的和主题设计访谈大纲，明确了访谈的核心问题和探讨方向。通过随

机抽样的方法，从 CoStudy 平台的用户群体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以确保受访者的多样性和覆

盖面。访谈主要通过在线访谈的方式进行，以适应受访者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时间安排。在访谈过程中，

笔者按照访谈大纲的指引，与受访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开放式的提问和适时的引导，鼓励受访者

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和体验，详细记录了受访者的言论和观点。访谈结束后，笔者对收集到的访谈数据

进行了仔细地整理和分析，提取关键信息和观点，以形成对在线云自习心理透视与现实审思的深入理解。 

2. 云自习发展动因初探 

2.1. 技术支持，物理空间的延伸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互联网、移动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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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技术的普及，使得信息传递、数据处理和存储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技术的发展和变革使云端复

刻线下自习室成为可能，科技支撑下的虚拟自习室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完备的舞台进行展演(吴美晨，

2023)。梅洛维茨曾在《消失的地域》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将不同物理空间的人带到了相同的地方，物理

地域消失不见了。物理空间的延伸意味着用户不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

学习。线下自习室的空间容量是有限的，而线上自习室的空间是无限的。用户进入的云自习室，复刻了

线下的自习室，有现实中熟悉的讲台、桌椅，窗户，墙面上的标语，甚至墙角的打扫卫生用的工具，点击

座位后，虚拟人物便能入座，呈现出端正看书学习的坐姿，教室有大有小，桌椅的摆放间距都符合我们

对现实日常教室的认知。因此云自习中人与人关系的建立，可以看做是对线下有限的学习行为的一种延

伸实践(宋启明，赵甜，2024)。 

2.2. 全民焦虑，社会环境的内卷化 

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的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

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在现代性高速发

展的背景下，社会必然面临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同时，个人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因此升学、不

断学习新技能成为时代的要求。在 CoStudy 平台，以高考、公考、考研为主题的专属自习室越来越多，

相关的学习群也快速增长，这不仅体现了人们学习的热情，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竞争力和内卷态势，是

社会“考研热”和“考公热”的缩影。《2024 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中国教育在线，2023)显示 2024 年

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 438 万；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也逐年增长，根据央广网的报道，2023 年国家公务

员考试总报名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人，国考持续升温(金朝力，冉黎黎，2023)。 

受访者：“宇宙的尽头是考公，尤其是这两年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应届毕业生想找个稳定的工作，公务员

可以说是最理想的工作了。” 

受访者：“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学习是不能被停止的，不然很容易被其他人代替。” 

通过对网络环境的观察也可以发现，各个社交媒体都有着考研人和考公人的身影，考试风气浓厚。

如此激烈的竞争也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然而此类考试往往面临着缺乏学习氛围、缺少学习伙伴以

及渴望信息交流等问题，考试、复习等刚需推动了“线上自习室”的发展(韩明师，张琳，2022)。将受到

外界信息环境影响的手机等主要移动设备用于专注自习中，某种程度上能够在阻断影响学习信息的同时

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得以在学习面貌层面增强在竞争中的优势。 

2.3. 传播驱动，Z 世代生活的媒介化 

活跃在云自习室的用户中，以 Z 世代群体居多。Z 世代成长的时间与互联网兴起的时间几乎一致，

属于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作为“数媒土著”，他们所处的年代与网络信息时代对接，受到互联网和

智能移动通信设备的影响较大。互联网的普及、技术社会的流行以及物质和文化的殷实共同孕育了 Z 世

代鲜明的代际特征，对于 Z 世代群体来说，他们不仅擅长运用新技术，而且会将技术应用到自己的生活

和学习方式中。 
作为移动互联网原生代，Z 世代的学习和生活已与网络深度接触，他们多数仍处于学生阶段，对于

教育学习类 App 建构的学习场景表现出明显倾向，且从消费习惯来看，他们更愿意为情感带入性强的产

品买单。对于习惯于数字化生存的年青一代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将媒介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

习方式方面也是一样。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线下自习方式，在传播的驱动下，云自习顺应 Z 世代媒

介化生存兴起和发展，成为人们学习和展示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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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加入云自习的心理分析 

3.1. “线上自习室”，建构学习场景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学习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云自习为用户建构了自习活动的

场域场景，提供了线上公共学习空间，这一新型学习空间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物理意义上对线下自习

室的复制和替代，而更大程度上是将媒介技术融入日常生活中并进行重组(董航维，2023)。云自习作为一

种线上学习模式，通过模拟线下自习室的场景，为用户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环境。用户在使用云自

习时，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的自习室中，与志同道合的学习者共同学习，增强了学习的专注度和动力。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是人类心理活动的深层基础，

强调无意识内容对个体的情感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在云自习中，用户通过模拟的线下自习室场景，创造

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这种环境可能触发用户无意识中的某些学习记忆或情感，这些记忆可能以正

面的形式出现，也可能是负面。然而，由于云自习提供了灵活和便捷的学习方式，用户可能更容易沉浸

在积极的学习氛围中，从而暂时屏蔽了那些负面的无意识内容。 
总体而言，云自习室通过 APP 内场景布置、背景音乐等实现了空间与环境的建构，搭建了“线上自

习室”，为使用云自习 APP 的用户建构了学习场景，提供了线上的公共学习空间，营造了自习氛围。在

承载线下自习室功能的同时，“线上自习室”超越了其已有的功能为自习者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基于用户公共学习空间这一场域场景，云自习室对于用户实时状态的把控和社交氛围的营造还为

用户建构了行动场景和社交场景，用户进入“线上自习室”并在相应的场景下实现了各类需求的满足。 

3.2. 借助他律增强自律，培养学习自驱力 

心理学中自律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克服各种困难和诱惑，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能力。

而他律则是通过外部的规则、监督和激励等手段来约束和引导个体的行为。在云自习中，用户可以通过

借助他律来增强自律，培养学习自驱力。通过他律机制来增强用户的自律实际上是对无意识中冲动和欲

望的一种外部约束。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往往受到无意识中的冲动和欲望的驱使，而他律机制则提

供了一种外部力量，帮助个体克服这些冲动，实现自律。 
在云自习中，用户可以找到与自己有共同学习目标和兴趣的学习搭子。学习搭子之间可以相互监督、

鼓励和竞争，形成一种积极的学习氛围。这种同伴压力可以促使个体更加自律地投入到学习中，避免懈

怠和拖延。相较于监督之下，对于自习活动来说自律往往是更困难的，特别对于非在读学生来说，在失

去学校等外部纪律管制的学习空间中，其注意力和学习效果相较来说也会削减。用户进入“线上自习室”

直接目的是寻找一个可以约束自身的参照物，提高自制力以促进和确保学习目标的实现。 

受访者：“一个人在家面对高强度的考研学习真的很难，主要是在家里确实没有那么强的自律性，经常被外界

因素打断学习过程，进入 CoStudy 云自习室打卡，感觉跟线上那么多学医的考研小伙伴互相监督，也就更有动力了。” 

云自习平台还建立了外部监督和反馈机制，如学习打卡、进度排名等，可以有效地激励用户持续学

习，更好地实现自我控制和调节。在 CoStudy 的首页右侧有一个统计栏目，它是平台用来总结统计个人

的专注表现，包括自习次数、成功专注次数、按时返回次数、专注溜号次数和迟到次数，这是权力技术

通过对空间设计和构造对个体进行规训。这是基于用户对他人观看自己专注时长的想象，事实上虽然有

大量的自习者在 Co 岛上，也无法确定他们会观看他人的专注时长，即便是点开了，也可能并不在意。至

于是否被关注，其实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内。他们的打卡可以包括当天的感受或心路历程，也可以仅

仅是打卡行为。而这两者之前，往往后者多于前者。自律打卡学习的成长需求获得满足，并不需要“鲜

花”与“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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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晚上看到学习时长，白天学习了哪些知识板块，软件都会有统计，可以帮助做总结，而且如果在排行

榜上靠前，会很有成就感。” 

3.3. 构建“学习共同体”，缓解孤独寻求归属感 

在当代社会，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社交方式和社交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其中，

“搭子型”社交成为当代青年新型社交趋势的代表之一。学习搭子是指在学习过程中，为了共同的学习

目标而结伴学习的伙伴。青少年云自习过程中“结伴独学”共同体的形式重构了当代青少年的学习生活

方式(赵呈晨，2024)。通过学习搭子的形式，当代青年在学习过程中构建了一个“学习共同体”，在这一

虚拟空间里，参与者可以根据群标签或他人的信息页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展示学习成果的过程中还能不

经意获得别人的支持或建议，从而产生群体认归属感(李镱，2022)。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搭子相互支持、

鼓励和帮助，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连接。这种情感连接使得学习搭子在学习共同体中获得了归属感，感受

到彼此的温暖和支持。这种归属感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学习动力和信心，使其更加坚定地追求学习目标。 
口语传播时代的人们必须部落化生存，文字的出现，人们凭借视觉的延展得以“去部落化”。而电

子媒介的发明，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又将全球连接成“地球村”的格局，聚族而居的精神需求再次被

人们所重视。随着 Z 世代数字原住民的成长，技术与孤独的关系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云学习者加入

这些虚拟社区的根本原因就是孤独。在线即产生连接，即便云同桌并不一定像线下自习室熟悉的同学朋

友一样给你讲题、对你嘘寒问暖，但只要知道彼此都在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努力学习，那么不管在现实物

理空间中是如何独处，也不会孤独了。群体认同具有较高的游牧性质，云自习者长期在一个云自习室学

习，常是基于与云同桌的情感关联稳定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群体硬性规定，能够帮助缺乏自律的人

融入到学习行动和氛围中去。 

受访者：“高考发挥失误后，自己一个人在家学习，云同桌就像班上的小伙伴一样陪伴着我，不再因为环境的

封闭而焦虑。” 

受访者 N6：“益处的话，肯定是能够增加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进度，因为毕竟是大家一起在学习，肯定不是

自己一个人，让自己的学习没有那么枯燥乏味。” 

4. 在线云自习实践的互动机制 

环境、个人以及行为三者在三向双边交互中达到动态的平衡，不断重塑着环境、个人的身心认知及

行为实践。在云自习室里，学习环境、自习者、互动行为三者也构成了一个动态交互系统。在 CoStudy 平

台所营造的在线云自习环境中，学习环境、个体学习者以及学习行为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动态的交互

关系。这三者之间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转换，从而在整体上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黄瑶，2023)。 
首先，学习环境是影响学习者的重要因素。学习环境并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或框架，它更是一个充满

活力、能够影响个体心理状态和认知的生态系统。在 CoStudy 平台中，学习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学习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氛围和学习目标。这些房间设计精良、环境宜人，能够为学习者创造一个舒适、专

注的学习空间。此外，平台的社交功能也使得学习者可以与其他学习者进行互动交流，形成一个互助互

学的社区环境。随着使用者的增多和学习活动的深入，这个环境会不断地演变和进化，形成更加丰富和

多元化的特征。 
其次，自习者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习惯直接影响学习效果。CoStudy 平台通过各种

机制和功能，如学习计划制定、进度管理、社交互动等，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同时，学习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体验，对平台进行再塑造，使其更加符合自己的学习习

惯和风格。此外，通过与其他学习者共同学习、互相监督和鼓励，学习者能够更好地克服学习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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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战。这种互动机制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升其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 
最后，互动行为是连接学习环境和自习者的桥梁。在 CoStudy 平台上，学习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浏览

资源、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等。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学习者的当前状态和需求，同时也能促进学习者之

间的交流和合作、使学习者更好地融入学习环境、提升其归属感和参与感。例如，学习者之间的互助行

为可以增强彼此的学习动力和效果，而平台的反馈机制也会对学习者的行为产生引导和激励作用。 

5. 在线云自习的潜在问题与反思 

5.1. 过度追求仪式感与自我感动 

对于用户来说，尽管在云自习室建构的场景下进行学习活动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方式，但其在为用户

带来一定激励作用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用户的日常生活。长期沉浸在前台的表演之中，可能会

造成表演中的自我与真实自我的混淆，对于自己在前台塑造出完美形象的自我满足也可能会带来自我景

观化过剩的问题，可能会使得学习落入形式主义窠臼。用户的此类行为最终会忽视学习的本质目标，分

散注意力，导致本末倒置。 
在在线云自习中，学习者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化行为来营造学习的氛围和状态，以期达到更好的学

习效果。然而，过度强调仪式化学习可能导致自我感动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学习者往往过于关注学习

形式如打卡、记录等，而忽略了学习的实际内容和效果。他们将学习看作是一种表演或者展示，而非真

正地追求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这种扭曲的学习动机可能导致学习效果不佳，这种模糊的界限可能导致

学习者对学习的认知产生偏差，影响其长期的学习和发展。仪式化学习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心理暗示和

情感体验(张克永，李宇佳，杨雪，2015)。学习者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来告诉自己“我正在努力学习”，

从而获得一种自我感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使学习者陷入一种假象的满足状态，忽视了学习的实际

效果和进步。 

受访者：“我会很在意展示出来的桌面是不是好看的，总是去调整就会花掉一些时间，自习的时候心也没那么

静了。” 

5.2. 习惯养成与过度依赖 

许多学习者在初次使用在线云自习平台时，可能会感受到其提供的便利和高效。久而久之，他们可

能产生一种依赖心理，认为这些平台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其视为学习效果的唯一保障。

这种依赖心理可能导致学习者忽视自身的学习能力和主动性，过分依赖外部工具，学习者可能会逐渐丧

失自我规划、自我监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一旦离开这些平台，他们可能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有

效地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和任务。尽管在线云自习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功能，但过度依赖可能导致

学习者对技术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学习者可能会过度关注平台提供的虚拟奖励、积分等，而忽视了

学习本身的目的和意义。这可能导致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影响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和成长。在某些情

况下，学习者可能会对在线云自习平台产生一种过度的情感依赖。他们可能将这些平台视为学习过程中

的唯一伙伴，忽视了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这种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学习者在社交和情感层面上的孤立，

影响其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发展。 

受访者：“我现在学习习惯在平台上列计划，和软件结合的比较紧密，我去了列了计划之后，我就进入到专注，

然后完成自己的任务，用传统纸笔的话可能就是列完之后，每一项完成后打勾会枯燥一些。” 

受访者：“疫情放开之后，我已经不习惯去线下自习室或图书馆学习了，去的话也得带着手机打开 CoStudy 专

注模式，这样才有学习效率。对我来说，CoStudy 算是我自习时候必须的仪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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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沉浸体验与娱乐上瘾 

CoStudy 平台通过各种功能设计将现实中学习的体验感带入虚拟世界，为学习者创造了一种沉浸式

的学习体验，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在自习室沉浸学习，创建新的角色进行观看和展演(孟祺婧，2023)。
学习者可以在平台上模拟真实的学习场景，如图书馆、自习室等，从而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这有助

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使其更加专注于学习任务。此外，CoStudy 平台还通过各种奖励机制来

激励学习者持续使用平台进行学习。例如，学习者可以通过完成学习任务、获得积分等方式获得虚拟奖

励。这些奖励机制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动力，使其更加愿意持续使用平台进行学习。 
然而，这种沉浸式体验可能导致学习者过度沉迷于其中，将娱乐属性置于学习工具属性之上，甚至

出现娱乐上瘾的情况。当商业氛围和娱乐氛围席卷云自习空间之后，让本该认真学习的个体充满快感，

进行娱乐狂欢。过度追求奖励机制可能导致学习者出现娱乐上瘾的情况。他们可能会为了获得奖励而过

度使用平台，甚至出现无法自拔的情况。他们耗费过度精力和相当大的努力刻意地让自己充满学习情感，

沉浸在设定与营造自我景观中的过程中，这种主客我的失衡互动背离了陪伴式学习的本来的初衷和意义。 

受访者：“我确实会舍不得花 Co 币，尤其是它里面的装扮内容还特别多，我会不停的试装，会觉得好像还可以，

但是好像还差点意思，然后就会想他后面会不会出一些新的更好看的衣服，但是如果我花了这个钱的话，我可能就

没有钱，购买衣服这种娱乐活动很让我上头。” 

6. 结语 

在技术、社会环境和传播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在线云自习成为当代青年重要的学习方式。CoStudy 平

台作为典型代表，不仅提供了便捷的学习场景，还通过他律机制和“学习共同体”构建，满足了青年人

的学习需求和心理寄托。然而，云自习也存在过度追求仪式感、习惯养成与过度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

我们审思和引导。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期待云自习能更好地平衡技术与学习的关系，真

正成为助力青年成长的有力工具。同时，对于教育者和研究者而言，深入探讨云自习的心理影响和实际

效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指导青年人合理利用这一新兴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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