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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问题及现状

1.1  问题的提出
2020 年教育部印发文件 [1] 决定在高校全面实施在线教学。

全国 1400 多所高校依托中国大学 MOOC 和学堂在线等在线学
习平台开展合计 1200 多万门课程；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
计 1700 多万人次，合计 23 亿人次，在线学习已然成为当前一
个重要的学习方式 [2]。为打造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其设计与创
作尤为重要。然而调查显示，同样为国家精品课程且内容精良
的课程却因片头的不同，导致点击量不同。在影视剧中，创作
者需要合理的将多种视觉元素整合、编排创作片头，将影片的
内容、意趣等传达给观众 [3]。而同为视频形式展现的在线课程，
其片头也有相同的作用，它既可以突显学习主题，又能吸引学
习者的注意力。因此，创作者如何选择学习者更感兴趣的在线
课程片头画面元素进行创作是重要的。

本研究依托中国大学 MOOC（慕课）和学堂在线两个平
台（下文简述为两个平台），研究平台中同一课程下在线课程
片头里不同画面元素的构成对学习者吸引程度的差异，以及学
习者最感兴趣的片头画面元素，为改进在线课程片头创作提供
参考。

1.2  研究现状
当前在线课程片头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且前人研究方向

多为在线课程片头的设计方法，如郑小军等提到了微课片头的
常见误区、设计与制作的原则和方法 [4]。也有部分学者研究片
头制作的方法及技术手段，如马继明提到了微课片头制作的技
术手段 [5]。而对在线课程片头画面元素方面相关研究文献发表
极少。

2、研究设计与实施

2.1  研究流程的设计
首先，基于两个平台，获得片头元素种类及数据。根据平

台数据制作调查问卷，发放问卷并分析获取学习者对不同学科
课程的各类元素片头的感兴趣程度。

其次，探究各类学科同一课程不同画面元素的在线课程片
头（下文简述为片头）对学习者吸引程度的差异。

最后，总结各类学科学习者最感兴趣的片头画面元素及其
应用方法。

2.2  数据采集过程
（1）在两个平台上分别针对 1010 门国家精品课程片头画

面元素的种类及各类元素片头的课程门数进行收集。
（2）对上述课程中各类学科同一课程参与人数和课程评分

进行统计。

随着在线课程的制作与使用越来越广泛，且其片头影响着学习者对课程的选择。为增加学习者对课程选择的倾向性，我们

对在线课程片头画面元素对学习者课程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平台数据的分析，

归纳了在线课程片头画面元素的构成和种类：主要有水墨、粒子、电子相册、MG 动画、实景和科技元素。并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得知，学习者对文科、理科、艺术类课程片头感兴趣程度最高的画面元素分别为水墨和实景元素、电子相册和粒子元素、

粒子和MG动画元素。为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建议创作者根据课程的学科特征、学科内容以及课程的独特性选择画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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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卷调查过程
本研究选取大二、大三教育类专业中对在线课程选择有一

定基础、研究的同学发放 200 余份问卷。
（1）统计两个平台上国家精品课程中文科、理科、艺术类

同一课程不同画面元素片头的课程人数数据。挑选出三大类别
中 6 种画面元素点击量最高共计 18 门的在线课程片头。

（2）利用调查问卷，全面调查学习者对片头的感兴趣程度，
获得个人体验的直接数据。

3、数据分析

3.1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和学堂在线平台在线课程片
头画面元素的构成及种类

本研究对中国大学 MOOC 中 790 门、学堂在线中 220 门
国家精品课程的片头进行了分析、汇总和归类。经过数据分
析，两个平台的片头，主要有水墨、粒子、电子相册、MG 动
画、实景和科技共六种元素。各元素和其他元素在 MOOC 平
台 的 数 据 和 占 比 依 次 为 68、8.61%，112、14.18%，134、
16.96%，83、10.51%，219、27.72%，117、14.81%，57、
7.22%；学堂在线平台的数据和占比依次为 59、26.83%，
27、12.27%，20、9.09%，16、7.27%，47、21.36%，37、
16.82%，14、6.36%。

中国大学 MOOC 中，实景和电子相册元素占比较高，分
别为 219 和 134 门。其中实景元素应用广泛，在各类学科中均
有使用。经研究发现，其在片头中主要与生活实际进行联系，
用来体现出此课程课堂氛围及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如北京理
工大学的《Python 网络爬虫与信息提取》。电子相册元素在
课程片头中多用于回顾课程发展，展示课程主要内容，如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基本概论》。

学堂在线中，水墨和实景元素占比较高，分别为 59 和 47 门。
经研究发现，水墨元素在课程片头中使画面更美观，课程更有
氛围感，如清华大学的《唐宋词鉴赏》。实景元素在课程片头
中的应用，如清华大学的《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2  从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及分析
3.2.1  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 研 究 使 用 SPSS22.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选 择

Cronbach'sα 系数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检验；并利用
因子分析对各变量的 KMO 进行检验，分析问卷的结构效度。
各变量的 Cronbach'sα 系数均在 0.8 以上，具有非常好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各量表的 KMO 值均大于 0.8，变量解释程度也都
在比较高的水准，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

3.2.2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本研究对 203 名学习者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 203 份，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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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问卷 198 份。调查结论如下：
参 与 问 卷 调 查 的 学 习 者 中 男 生 为 20.59%， 女 生 为

79.41%； 文 史 类、 理 工 类、 艺 术 类 学 习 者 占 比 分 别 为
11.76%、82.35%、5.88%；观看在线课程的学习者中，每周
观看 1-2、3-5、6-7 天的分别为 35.29%、47.06%17.65%。

学习者对文科、理科和艺术类课程片头分别选择了最能激
发他们学习兴趣的画面元素片头，不同画面元素（按上文顺序）
占 比 依 次 为 7.69%、11.54%、15.39%、26.93%、7.69%、
30.77%；34.54%、13.16%、18.09%、14.8%、9.48%、9.92%；
13.25%、10.75%、27.51%、18.9%、5.53%、24.06%。

4、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各类学科（文科、理科、艺术类）不同片头画
面元素的在线课程片头对学习者的吸引程度有所不同。本研究
基于调查数据，总结了以下结论：

对于文科类课程，水墨和实景元素占比更高。学习者对水
墨元素感兴趣程度高达 38.89%。水墨元素使画面更美观，课
程更有氛围感。它很好的承载文科课程深刻的文化意蕴和内涵，
为学习者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愉悦感，提高学习兴趣。

对于理科类课程，电子相册和粒子元素占比更高。学习者
对电子相册元素感兴趣程度高达 42.86%。电子相册元素的应
用风格各异，多用于展示课程内容、学科历史，将理科课程的
纵向知识框架展示出来，清晰的梳理课程内容。

对于艺术类课程，粒子和 MG 动画元素占比更高。学习者
对粒子元素感兴趣程度高达 35.46%。粒子元素能够呈现出多
重效果，能够将艺术类课程的美感、抽象感以视觉形式展现出
来，有效的吸引学习者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

以上研究数据表明，更贴合课程内容、联系生活实际的画
面元素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所以在片头画面元素的应用过
程中，创作者可以使用与课程内容相关、使学习者更能直观捕

捉到本节内容的画面元素。

5、对在线课程片头制作的建议

5.1  根据学科特征，选择学习者感兴趣程度最深的片头
画面元素

研究表明学生对片头感兴趣低的原因之一是片头选择的画
面元素不贴合学科特征。选择贴合学科特征的元素，则会提高
学生对课程的感兴趣程度。

基于两个平台和调查问卷的数据，文科、理科、艺术类在
线课程片头鼓励应用贴合各学科特征的水墨和实景元素、电子
相册和粒子元素、粒子和 MG 动画元素。

5.2  根据学科内容，合理使用制作片头所选择的画面
元素

例如理科课程片头中学生感兴趣程度较高的电子相册元
素，当创作者想在片头中展示课程的主要内容时，鼓励选择快
节奏的、富于变化的；想在片头中回顾学科历史时，鼓励选择
怀旧的、节奏缓慢的。

5.3  根据课程的独特性，结合多种画面元素制作片头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在线课程片头不只使用了一种画

面元素，而是结合多种满足本门课程独特性的画面元素进行片
头创作，以此来展现本门课程与其他同类课程的不同之处，便
于学习者从众多同类课程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综上所述，创作者在进行在线课程片头制作时，建议依据
学科特征、学科内容及课程的独特性，选择合适的画面元素，
从而帮助学习者选择合适的在线课程，满足个性化需求，提高
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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