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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鲜有研究关注视障生这一特殊群 体的在线持续学习意

愿。本文旨在探讨在线学习环境下视障生持续学习意愿的影响因

素及其发生机制。结果表明：除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满意

度等因素外，年龄、学历和在线学习时长与持续学习意愿显著相关，

而性别和视力状况则与之无关。最后文章提出了提升视障生在线

外语持续学习意愿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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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在线学习逐渐成为一 种常态化的学习方式（杜云

飞，2021），但学习者持续使用数字化学习方式的意愿并不高，

其辍学率远高于课堂教学（孙志农，2017）。因此，在线持续学

习意愿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已有研究基于 期望确认、技术

接受性和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等理论模型证实感知有用性、感知易

用性、满意度等诸多因素 影响学习者在线持续学习意愿。然而，

专门考察 视障生在线持续学习意愿的研究尚不多见，且鲜有研究

者对视障生在线持续学习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进行系统

化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对视障生在线持续外语学习意愿的影响

因素及其作用路径进行探讨，旨在提升视障生在线学习满意度进

而提升其学习效果  ，并为推动特殊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基础

（一）技术接受 性理论模型

技术接受性理论模型是由 Davis 于 1989 年提出，该模型目

前已经成为探究信息系统持续发展问题最为常用的理论模型（张

哲等，2016）。孙志农（2017）研究证明平台系统的有用性感知

和易用性感知对学习者满意度具有重要决定作用，学习者满意度

与持续使用意愿显著相关。此外，技术接受模型还被广泛应用于

MOOCs 学习平台、高校教师网络教学、移动英语学习平台、电子

书包使用等研究领域（赵呈领，2017），但这些研究聚焦于外部

因素而忽略了用户的内在感受，如满意度等内在因素；另外 Davis

等认为删除使用态度这一维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有用性、易用性与

持续学习意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和视障生特殊的

生理特征，将外部变量定义为感知服务质量，并从该理论模型中

提取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满意度和持续学习意愿， 共五个

维度。

（二）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模型

Bhattacherjee 将期望确认理论（Oliver ，1980）与技术接受理

论模型结合起来构建了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模型。本研究从该

理论模型中提取满意度和持续学习意愿 2 个因素。大量实证研究

表明，满意度对持续学习意愿的显著影响作用聚焦在云视频会议、

MOOC 平台、SPOC 平台等信息技术领域。因此，用满意度来解释

学习者在线持续学习意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三） 持续学习意愿

在信息系统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持续使用意愿是指个体继

续使用或不中断使用信息系统的主观倾向或意愿”（Bhattacherjee， 

2001）。本研究主要围绕视障生使用过的 MOOC、阿卡索外教网、

阿卡索口语秀、无忧课堂、每日英语听力、BBC 和 VOA 等在线英

语学习平台，在借鉴前人定义的基础上，将“持续学习意愿”定义为：

学习者在使用以上在线英语学习平台之后，未来愿意持续使用并

将其推荐给他人的意愿。

李锐等（2016）对 359 名大学生就交互英语平台的 持续使用

进行调查；崔 春阳等（2017）基于期望确认理论构建 MOOC 学习

者持续学习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满意度、感知

有用性、心流体验和期望确认等变量对学习者持续使用意愿产 生

显著积极影响。

综上，现有研究对在线持续学习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积极探

索，但仍存在一定不足。考察的对象主要基于健全大学生开展研究，

较少关注视障生这一特殊群体。随着全纳教育思潮的到来，全纳

教育已成为 21 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崭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探寻视障

生在线学习满意度与持续学习意愿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为此，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视障生在线持续学习意愿的影

响因素进行定量探测，并纳入性别、学历、视力情况、在线 时长

4 个控制变量，其概念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视障生在线英语学习平台持续学习意愿概念模型图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省地方本科院校和某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具有外语

在线学习经验的视障生为研究对象，于 2021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25

日对上述研究对象进行小额有偿电子或纸质问卷调查，获得视障

生在线学习平台研究所需的一手数据。其中某市特殊教育学校规

定小学、初中、中职、高中学生上课不允许携带手机，因此对这

部分学生发放小额有偿纸质问卷，共发放 70 份，回收 70 份，有

效问卷 64 份；通过问卷星对某所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发放小额有

偿电子问卷 90 份，回收 90 份，有效问卷 90 份。本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 16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154 份，有效回收

率 96.25%。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视力状况和每

周在线时长。其中男生 62.3%、女生 37.7%；13 岁以下 3.9%、

13-16 岁 14.9%、17-19 岁 26.6%、20 岁以上 54. 5；初中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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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4.5%、中职 16.9%、高职 0.6%、本科 58.4%、小学 5.2%；低

视 64.3%、全盲 35.7%；每周在线时长＜ 2 小时 55.8%、2-4 小时

26.0%、4-6 小时 8.4%、每周在线时长＞ 6 小时 9.7%。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主 要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对象

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通过文  献阅读和学生访

谈共确定 5 个潜在变量及其 16 个测量指标。所有潜在变量测量题

项均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第三部分为开放题。

正式问卷发放前，对 20 名具有在线学习经验的视障生实施前

测，回收问卷 20 份，全部有效。前测问卷采用 Cronbach’s α 值

检测。结果显示，问卷的整体 α 值达到 0.927，因此本研究问卷

具有很高的信度。

（三） 研究问题

作为全纳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视障生，有着不同于健全生的

显著个体差异性。他们在感知觉途径、读写方式、思维水平和心

理机能等方面与健全生存在显著差异（孙 宝，2017），因此有必

要对视障生的在线学习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形成对模型检验

结果的补充与说明，为视障生在线英语学习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与对策。基  于此，本研究 拟回答以下问题：1. 视障生在线  持续学

 习意愿影响因素有哪些？ 2. 其持续学习意愿是否受性别、年龄、

学历、视力状况和在线学 习时长等控制变量  的差异影响？  

三、 研究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果表明：Cronbach’s α 值处于 0.781 及 0.879 之间，

均大于 0. 7，因此问 卷样本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采用收敛效度

和区别效度两个指标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Fornell& Larker（1981）

认为衡量收敛效度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因子载荷、组合信

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测量指标

的因子载荷系数介于 0.616-0.941 之间，均大于 0.6；组合信度介

于 0.783-0.883 之间，均大于 0.7；AVE 介于 0.547-0.716 之间，均

大于 0.5，表明本研究测量 模型每个维度都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维度间区别效度勉强可以接受。

表 1　潜在变量区别效度检验

维度
持续学习

意愿
满意度 易用性 有用性

感知服务

质量

持续学习意愿 0.810

满意度 0.906 0.805

易用性 0.799 0.827 0.846

有用性 0.697 0 .765 0.598 0.782

感知服务质量 0.799 0.850 0.796 0.779 0.740

说明：对角线粗体字为 AVE 开根号值，对角线下三角为各维

度之皮尔逊相关。

（二）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 研 究 中 c2/DF 等 于 1.586， 小 于 3；SRMR 小 于 0.08，

RMSEA 小 于 0.08；GFI、IFI、CFI 和 TLI 都 在 0.9 以 上， 只 有

AGFI 等于 0.864，接近 0.9，各项指标基本满足推荐值，表明模型

拟合度良好（表 2）。

表 2　模型拟合度报表

拟合指标 c2/DF SRMR RMSEA GFI AGFI IFI CFI TLI

检验值 1.586 0.0382 0.062 0.906  0.864 0.967 0.966 0.957

参考值 ＜ 3 ＜ 0.08  ＜ 0.080  ＞ 0.900  ＞ 0.900 ＞ 0.900 ＞ 0.900 ＞ 0.900

（三）路径关 系检验

由表 3 可以看出，H1a ，H1b，H2b，H3a，H4a 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分别为 0.796，0.827，0.429，0.287，0.739，P 值均小于 0.05，

假设成立。  

表 3　路径关系检验报表

 假设 路径关系 Unstd. S.E. C.R. P Std. 假设结果

 H1a  感知服务质量→感知易用性 1.064 0.133 7.986  ***  0.796 支持

H1b  感知服务质量→感知有用性 0.834 0.193 4.322 ***  0.827 支持

H1c 感知服务质量→满意度 0.231 0.146 1.576 0.115 0.284 不支持

H1d 感知服务质量→持续使用意愿 0.065 0.197 0.328 0.743 0.058 不支持

H2a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0.045 0.127 -0.357 0.721 -0.06 不支持

H2b  感知易用性→满意度 0.26 0.075 3.445 ***  0.429 支持

H2c 感知易用性→持续使用意愿 0.117 0.113 1.035 0.301 0.141 不支持

 H3a 感知有用性→满意度 0.231 0.097 2.369 * 0.287 支持

H3b 感知有用性→持续使用意愿 0.003 0.136 0.019 0.985 0.002 不支持

H4a 满意度→持续使用意愿 1.016 0.272 3.73 ***  0.739 支持

注：*** 表示 P ＜ 0.0 01；*  *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满意度和持续学习意愿的差异影响

 分析

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视力情况和每周在线时长

与满意度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分 别为 -0.05，-0.466，-0.251，-0.131

和 0.318，对应的 P 值依次为 0.535，0.000，0.002，0.105 和 0.000，

只有性别和视力情况未达到显著水平；以上控制变量与持续学习

意愿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043，-0.559，-0.343，-0.056 和

0.274，对应的 P 值依次为 0.593，0.000，0.000，0.491 和 0.001，

只有性别和视力情况未达到显著水平。综上，视障生在线学习满

意度、持续学习意愿分别与年龄、学历和每周在线时长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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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别和视力情况无关。

1. 学历对满意度的差异影响分析

满意度均值按学历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职业院校 4.5064（取

中职和高职的平均值）、小学 4.2500、初中 4.2121、高中 3.6667

和本科 3.4367（取本科高年级和本科低年级的均值）；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显著性为 0.0000，说明不同学历对满意度有

非常显著的影响，其影响顺序依次为职业院校＞小学＞初中＞高

中＞本科。

2. 学历对持续学习意愿的差异影响分析

持续学习意愿均值按学历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职业院校

4.6346（取中职和高职的平均值）、初中 4.5227、小学 4.4375、高

中 3.9286 和本科 3.5059（取本科高年级和本科低年级的均值）。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显著性为 0.0000，说明不同学历水

平对持续学习意愿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其影响顺序依次为职业院

校＞初中＞小学＞高中＞本科。

3. 在线时长对满意度的差 异影响分析

 满意度均值按在线时长由高到低依次为 6 小时以上 4.33，4-6

小时 3.97，2-4 小时 3.71 和 2 小时以下 3.52。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组间显著性为 0. 001，说明在线时长对满意度有非常显著的

影响，在线时长越长，满意度越高。

4. 在线时长对持续学习意愿的差异影响分析

持续使用意愿均值按在线时长由高到低依次为 6 小时以上

4.35，4-6 小时 4.33，2-4 小时 3.80 和 2 小时以下 3.69。 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显著性为 0.004， 说明在线时长对持续使用意

愿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线时长越长，持续使用意愿越高。

四、建议与对策

（一）提高在线平台服务质量，为视障生提供额外学习支持

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希望自主学习平台的开发者能够

为视障生这一特殊群体提供额外学习支持。对于低视生而言，充

分考虑视障生自身的实际情况，简化操作程序，并辅以翔实的操

作说明；设计出便于视障生操作的界面，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学

习需求对字号大小和语速快慢进行调整；充分考虑到互动界面的

设计，增加学生与平台的互动，使他们能够及时解决掉学习中遇

到的难题或疑问，克服学习障碍。对于全盲生而言，通过设计语

音转换器按钮将文本形式转换为音频形式供学生学习，或设计出

语音识别软件供全盲生学习，同时注意音频输出效果。

（二）设计智能师生互动、朋辈协同学习交流环节，促进知

识无障碍获取

与健全生相比，因为视力受限、自信心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视障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老师的依赖程度更高，更需要老师的“脚

手架”功能，有时需要老师非常清楚且语速缓慢地阐述或转述课

件内容以方便学生当堂记忆或做笔记。因此建议在线学习过程中，

应配备良好的智能师资队伍在线解答学生学习中提出的疑问；建

议任课教师平时向他们传授一些必要的学习策略，建立相应的 QQ

群或微信群，及时解答他们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鼓励生

生之间多开展朋辈协同学习交流活动，打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减

少其学习过程中的孤独感；并设计出符合视障生学习特点的一些

在线学习活动，增强人机交互活动，改善在线学习功能，使学习

过程人性化、生态化、生命化（孟宇等，2019）。

（三）了解视障生学习需求，开发个性化学习资源

目前在线英语教学基本是针对健全生而开展的，没有适合视

障生学习的英语学习平台，建议对视障生的学习需求、学习方式、

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内容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不断开发个性化学习

资源、学习路径，提供多种学习选择和个性化、推送式的学习指

导服务，引领课程走向多元化的创新模式（陈坚林，2015）。 

五、结语

本研究运用 AMOS24.0 软件构建视障生在线英语学习持续使

用意愿结构方程 模型，路径关系检验结果和 SPSS26.0 数据分析结

果表明：视障生在线学习满意度、持续使用意愿分别与年龄、学

历和在线学习时长显著 相关；学历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依次为

职业院校＞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学历对持续使用意愿有显

著影响，依次为职业院校＞初中＞小学＞高中＞本科；在线时长

越长，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 越高。

由于本研究数据采集样本量偏小，不能代表我国所有学校的

视障生在线学习情况，今后的研究尽可能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和

调查范围，可以丰富所选变量的范畴，如增加互动性、教师指导

者的态度、学习风格、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氛围等变量，以进一步

丰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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