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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线上学习行为分析研究
郑　蕾　苏　红　刘　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随着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网络课程建设得到较

大发展，本文通过对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进行线上学习行

为调查，对比课程资源库学习和直播学习两种学习方式。学生在

线上学习中有较强学习偏好性，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问题被放大

等问题。在今后的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进行更好的线上学习资

源设计，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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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6 年开始，国家就提出了建设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的构思，并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加以实施。2010 年，国家颁布

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进行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的建设启动计划，在计划中，明确了争取到 2025 年建成国家级

教学资源库 200 个 。

但是，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资源平台众多、

结构异化严重、用户交互性体验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网络

学习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个高校都相继开展了线上

教学，除了传统的课程资源库建设以外，一系列的线上课程软件

也得到了推广运用。

高等职业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技术型专

业，符合当下职业教育以技术为核心的发展方向，如何更好地将

专业技术与线上课程相结合，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也可以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线上教学发展和课程资源

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择了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2018

级与 2019 级在读学生。数据包括平台导出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

平台导出数据：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两个年级共计 396 名学生，

对于已开课的课程资源进行统计，导出的数据包括爱课程、腾讯

课堂以及云课堂平台。导出了《公共英语》《正常人体结构》《人

体发育》三门课程的相关数据。

问卷调查数据：对部分学生进行了问卷星的发放，包括《公

共英语》《正常人体结构》《人体发育》《康复医学导论》《儿

童康复技术》五门课程，共计收回问卷 142 份。

参与调查的课程中，《公共英语》为公共基础课程，《正常

人体结构》《人体发育》《康复医学导论》为专业基础课程，《儿

童康复技术》为专业技术类课程。

（二）研究内容

平台数据：主要包括在线视频观看情况、学生在线时长和作

业完成情况，根据学校要求，学生基本都参与了平台课程的学习，

有网络课程学习经验。

问卷设计：问卷设计包括两个维度，一级指标为课程平台使

用意愿调查和网络课程学习效果调查。课程平台使用意愿调查包

括课程平台选择，学习时长和内容选择等；学习效果调查主要包

括知识获得认知，学习自主性认知以及学习持续性分析。

二、调查结果

（一）学生总体学习参与情况

表一 课程时长与学生在线时长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课程时长 21 17 53 41.952 9.957 46

学生在线时长 21 16 45 34.095 8.111 37

表二  学生网络学习观看人数指标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直播观看人数 21 50 68 56.762 5.147 55

观看回放人数 21 0 23 4.81 5.836 3

直播课程学习中，统计了三门课程 21 次开课，共授课 881 分

钟，其中学生在线时长 716 分钟，学生在线率为 81.27%。首轮观

看人数共计 1192，回放观看人数 101，回放率为 8.47%。

课程资源平台上，学生对课程的总体访问数并不大，而且需

要在教师的不断催促和监督下进行课程学习。学生对于视频资源

学习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对于视频的观看进程也基本没有完成，

同时，测验完成情况也有所欠缺。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学生对

于网络学习积极性不足以及缺乏学习时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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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课程授课情况相对稳定，学生能在学习时段内保持比较

稳定的学习状态；但在课程资源平台中，学生初始学习热情较高，

但后续学习乏力，在教师的提醒下，能够做到一个学习的数据峰值，

但是一旦缺乏教师的提醒和监督，观看数量就呈现明显下滑。

（二）学生作业完成情况

作业是课程建设中衡量学生与教师互动的重要指标。

课程资源平台上，通过数据发现，学生对于课程资源平台的

学习内容速度和质量都完成不佳，完成任务少，学生之间个体差

异大，平均完成了总体任务的 32.46%。除此之外，由于学生之间

的个体差异大，造成学习效果不均衡，拉大了学生之间的差距。

其中，部分学生完成了全部任务，另外，也有少数学生没有完成

任何学习任务。差异达到了总任务量的 46.0% 之多。

直播课程中，作业作为课程辅助进行随堂布置，学生对于专

业课的作业完成量很高。教师要求的 318 份的作业中，有 306 份

作业提交，提交率达到了 96.22%。

学生能够在直播课程中认真完成教学辅助性作业，同时，通

过网络平台，减轻了教师进行作业布置和批阅的工作量，不用逐

一去检查学生作业上交情况。然而在课程资源平台，作业完成率

不尽如人意。依然存在课程初期热情较高，后期动力不足的情况。

（三）问卷调查情况

本研究同时对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

过问卷，分析他们对于课程学习平台的态度以及对于学习是否有

帮助的学习感受。

平台选择中，有 80.99% 的学生选择腾讯课堂，通过询问调查，

主要是因为在众多平台中，腾讯课堂设计最简单。而教师在进行

顶层设计选择中，更多的是关注功能是否齐全。但是在使用率上，

功能更简单，交互性更易实现的平台反而会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对学生而言，课程平台更复杂的功能性，会使他们在使用中产生

抵抗情绪。

课程平台的使用感受中，142 名同学，有 57.75% 的同学认为

平台使用感受一般，30.99% 觉得好，11.27% 觉得不好。造成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更喜欢有温度的面对面交流；平台使用不

够稳定等多方面原因，但大部分同学也表示，开始逐渐接受这种

教学方式，认为这是未来课程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向。

课程平台使用对于学习的帮助中，82.39% 的同学认为有一

定的帮助，主要是认为在网络平台的资源可以反复观看，而且教

师上传了拓展资源对于有限的传统教学时间而言有一定的优势。

11.27% 的同学认为基本没有帮助，而 6.34% 的同学认为帮助很小。

三、总结分析

（一）公共课和专业课学习差异巨大，有用比有趣更重要

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进行网络学习时，

没有明确学习目标，对于公共课不太重视，就算是一些比较有趣

味性的选修课，均不如专业课程参与度高，大部分学生在公共课

层面，只是在老师的要求下，完成任务，自身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专业课层面，因为有更严格的考核措施，加上康复专

业的学生存在部分择业目标驱动，更具学习动力，部分学生会主

动进行课程的二次学习，甚至反复学习。

（二）没有脱离传统教学思维，自主学习能力有待加强

很多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已经适应了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

期待老师讲授课程，虽然他们也认同平台有较强的功能，但是学

习参与度不足，学习效率教低，思想上尚不能接受这种全新教学

模式。部分学生认为学习虽然是自己的事情，但是没有教师的全

程参与，就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课程。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作为医学技术类课程，存在资格证书考取

问题，需要建立循序渐进的知识体系，网络课程学习存在知识传

授的显著短板，如果脱离证书，脱离行业需求进行网络教学，最

终会陷入招生——教学——就业的循环。

（三）课程资源平台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高职教育资源库建设时，平台的功能定位包括两个方面，分

别为“能学”和“辅教”。可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定位不清，

没有明确是以代替课程为主还是以辅助教学为主，这两者之间的

定位就导致线上课程资源的制作内容会有很大不同。以课程代替

性为主应当建立完整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评价制度，并保证学生融

入。而以教学辅助为主则应当注重知识的丰富和有趣。

平台建设中，存在多平台共存乱象，一线教学单位对平台功

能要求过多，导致平台模块冗杂，不利使用。选择功能模块简单、

交互性好的资源平台，更有利于推动网络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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