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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培养路径探究 
——基于 S学院的调查 1 

周慧  王杰  李玲 

（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康定  626001） 

摘要：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成为高校的常态，如何提升学生线上学习动力成为高校教师急需思考的问题。通过

对地方院校 S 学院的调查，发现学生线上学习目标不清晰，缺乏计划性、主动性等现象，线上教学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资源

供需不均衡、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学生不良情绪等导致了大学生学习动机逐渐弱化，基于学习动力理论，提出地方院校教师应

积极丰富线上教学资源、创设适宜的学习环境、充分利用教育信息技术，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转变教学为主的职称评价导向和改

革单一的教学评价机制等建议，以期为后疫情时代学生线上学习动力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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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根据“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全国高校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保障了高校正常的教学

活动。疫情之前，线上教学一般作为线下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而

非高校教学的主要方式。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成为高校教师教学的

全员演练，与开放教育、MOOC 等线上教学方式在学习对象教学方

式及课程性质等方面有较大区别。依据当今时代发展趋势，教学模

式逐渐转变为线上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疫情期间更是将线上学习推

向新的潮流尖端。但也存在如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

这些问题成为各高校共同关注的。通过对大学生线上学习的学习进

度、作业完成情况等进行调查，探究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机制形成

路径，并提出教育对策和建议，以激发地方民族院校大学生线上学

习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二、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现状分析 

（一）学习动力系统理论 

动力是指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1]。学习动力系

统是由学习需要、目标（动力的源泉和核心）、自信心（动力的支

撑和调节器）、情绪情感（动力的激励和促进器）等要素组成的复

杂系统[2]，具体包括内动力和外动力。由学习主体内部而产生的推

动力称为内动力，包括学习动机、学习目标、学习兴趣等[3]。内动

力是学习的内驱力，源自主体的内在需要[4]，它释放的能量是无指

向性的，可服务于任何具体的行为，是学习的主要动力[5]。由学习

者外部如环境、诱因或强化物而产生的推动力称为外动力，主要指

学校、家庭与社会中的奖励与惩罚、成功与受挫、压力与放松、竞

争与帮助、讨论与限制等[3]。当然，外动力最终要转化为内动力，

才能真正发挥效力。它使学生从被动的、反应性的接受者，变为主

动的、追求的、自主的、思考的学习者，从而达成学习目标。正如

恩格斯所说：“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

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6]恩格斯认为，人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要通过人的头脑，转变为人

的动机，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行动的现实力量。 

(二)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的调研与分析 

1.调查对象分析 

随机抽取地方院校 S 学院学生共 300 人，回收有效问卷 295 份，

有效率 98.3%，符合统计处理的有效性原则，同时对 30 名大学生进

行了深度访谈，其样本分布如下表 1 所示： 

类别 人数 占比 

男 54 18.3% 
性别 

女 241 81.7% 

本科 276 93.6% 
学历 

专科 19 6.4% 

大一 53 18% 

大二 198 67.1% 

大三 40 13.6% 
年级 

大四 4 1.4% 

表 1 研究样本的分布 

2.大学生线上学习现状分析 

2020 年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了人们出门的脚

步，高校将线下教学转为了线上教学，但线上教学不同于常规的线

下课堂教学，少了师生间面对面的交流、生生间的互动和思维碰撞，

怎样激发学生的线上学习兴趣、实现有效的教学成为高校教师继续

思考的问题。 

（1）学生线上学习目标不够清晰，专业学习兴趣和认同不够 

据调查得出，大学生参与线上学习的目的以及对所学专业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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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程度，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学习目的及专业喜爱程度分布 

类别 人数 占比 

考研 20 6.8 

专业需要 136 46.1 

就业需要 15 5.1 

完成课程任务 106 35.9 

线上学习目的 

课外知识拓展 18 6.4 

有很大兴趣 29 9.8 

有较大兴趣 141 47.8 

一般 109 36.9 
专业喜爱程度 

没兴趣 16 5.4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大学生线上学习目的从高到低排序为：专

业需要（46.1%）、完成课程任务（35.9%）、考研（6.8%）、课外知

识拓展（6.4%）、就业需要（5.1%）。“专业需要”“完成课程任务”

反映了大部分学生都只是想完成当下的任务，没有从自身兴趣出

发，属于外动力。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重要的内动力，学

习不感兴趣就直接影响学习结果。我们通过对教师 A 进行访谈时，

教师 A 认为以半学期为时间节点，学生开始产生线上学习动机减退

的现象：“学生在一开始对线上教学非常感兴趣，学习动机比较强

烈，但是后来可能新鲜感慢慢消失，情绪就没有那么高涨了。比如

最初大家都能配合得很好，大概兴趣一过，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声音

了，包括回答问题、提出问题等，都减少了很多。” 

（2）大学生线上学习缺乏自觉性，自我效能感低 

在进行线上学习影响因素分析时，如图 1 所示，学生选择自律

性占 28%，周围环境占 22.8%，网络及设备占 21.1%。由此可见，

大部分学生的自律性较差，学生在线上学习时，不能自觉管控自己，

学生的学习体验和错误的归因影响学习信心和动力，个体习惯于观

察身边他人对任务的完成情况，来判断自己是否能够完成任务，当

一些学生不能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或完成后没有及时得到赞许，其

自我效能感就会降低，学生就会缺乏学习上进心和成就感。 

百分数 15.10% 28.00% 21.10% 22.80% 13.10%
人数 134 248 187 20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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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制约因素 

（3）大学生线上学习缺乏计划性、日常学习习惯较差 

从表 3 看出被测的学生当中经常制定学习计划的占 13.6%，

17.3%有时制定学习计划，剩下的 69.1%的学生很少或从不制定学习

计划；上课时认真听课做笔记和自己看书的相对较少，大部分时候

在玩手机、上课睡觉发呆或与同学聊天。可见许多学生缺乏学习动

力和学习计划，课堂学习习惯差，用于学习的时间较少。 

表 3 大学生日常学习现状 

类别 人数 占比 

经常 51 13.6% 

有时 191 17.3% 

很少 40 64.7% 
是否制定学习计划 

从不 13 4.4% 

认真听课做笔记 63 21.4% 

自己看书 68 23.1% 

睡觉发呆 50 16.9% 

玩手机 104 35.3% 

上课大部分情况 

同学聊天 10 3.4% 

（4）不同性别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的对比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的差异性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分析，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以性别为自变量的地方民族院校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的差

异性分析 

 男 女 T P 

对线上学习认知态度 1.54±0.77 1.78±0.86 -1.877 0.061 

线上学习的优势 2.22±0.79 2.29±0.67 -0.615 0.539 

增加学习动力 1.89±1.14 1.74±1.18 -0.829 0.408 

线上学习动机的措施 2.59±1.17 2.69±1.30 -0.522 0.602 

线下学习未来发展 2.00±0.78 1.88±0.74 1.029 0.304 

线上学习给社会的好处 2.59±0.90 2.46±0.91 0.993 0.320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性别方面，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方面的差

异性较小。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其显著性 P 均大于 0.05，说明

不同性别在线上学习的认知态度、优势、措施、好处、未来发展趋

势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5）不同学历层次地方民族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的对比 

经统计检验，在线上学习中，不同学历地方民族大学生学习动

力方面的差异较小，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学历层次地方民族院校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的差异分

析 

 本科 专科 T P 

对线上学习认知态度 1.75±0.85 1.47±0.84 1.375 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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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的优势 2.30±0.67 1.95±0.91 2.144 0.033 

增加学习动力 1.77±1.19 1.74±0.93 0.126 0.900 

线上学习动机的措施 2.68±1.29 2.58±1.12 0.337 0.736 

线下学习未来发展 1.88±0.74 2.26±0.81 -2.165 0.031 

线上学习给社会的好处 2.50±0.89 2.16±1.17 1.605 0.109 

从表 5 可以看出，不同学历的地方民族院校大学生在部分维度

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线上学习的优势（P=0.033，

P<0.05）、线下学习未来发展（P=0.031，P<0.05），它们之间的差异

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6 不同学历地方民族院校大学生在“线上学习优势”、“线下

学习未来发展”维度均值比较 

学历层次  线上学习的优势 线下学习未来发展 

本科 均值 2.30 1.88 

 标准差 0.67 0.74 

专科 均值 1.95 2.26 

 标准差 0.91 0.81 

总计 均值 2.27 1.91 

 标准差 0.69 0.75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学历地方院校大学生在各个维度上存在

着显著性差异。首先，各个学历对线上学习优势维度的均值和标准

差分别为：本科（2.30，0.67）、专科（1.95，0.91）。可见，专科学

生在线上学习优势上比本科大学生的列举要更完善一些。其次，从

线下学习的未来发展维度而言，本科的大学生要比专科生更加对线

下学习的未来发展更有所期望。在上文分析中，本科生选择线下学

习占多数，并不看好对线上进行学习。其中本科和专科在这一维度

的均值分别是：1.88 和 1.91.这些数据表明学历高的大学生比学历低

的大学生对线下学习的发展有更进一步的想法。 

3.线上师生人际关系管理面临的问题 

教师认为学习动机减退是一个动态的、反复的过程，其影响因

素也绝不是单一的。其中，师生关系管理是线上教学管理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人的心理在线上线下

教学环境中存在差异，因而也无法完全用传统管理理论来指导在线

师生人际关系管理[7]。概而言之，本文可从人、时域、空间三个方

面来阐释线上师生人际关系管理面临的问题。 

（1） 人的视角——从呈现的身体到再现的身体 

通过线上教学模式的应用，教师和学生能够明显感觉到“人”

在线上和线下教学中表现形式的差异。在线下的教学情境中，人的

“亲临”是一个具体的意象，通过“看、听、摸”的方式，让学生

充分感受到老师讲授的内容。但在网络环境下，人们却被“抹去了

真实的影像”，也就是说，不管是通过声音或视频，都不可能实现

真正的沟通，即便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也不可能让人们完全地传递

和捕捉对方的身体信息。 

（2） 时域角度——从时间同步到时间异步 

从时空特征分析，线下教学时，师生可以在同一课堂同一时间

进行教学、交流，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线上时空存在着较大的不

稳定性，存在“时间加速、时间暂停、时间瞬逝”等现象[7]。这就

给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同形式的跨文化交际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

得师生之间的沟通更难以控制，例如，由于课堂上的内容太过单调，

导致学生陷入了一个时空加速的状态。学生通过玩游戏消磨时光等

方式，这种线上教学会增加教师对信息的追踪难度。 

（3） 空间角度——从仪式的在场到仪式的缺场 

线下教学场所的高度仪式化，是由学校制度文化日积月累而形

成的，它早已从外在的强制适应转变为内化于民众心中的一种文化

理念强，难以被线上教学复制。线下教学场所不仅是教学活动得以

展开的心理场所，也是文化场所和心理场所。学校的大门、课桌、

黑板以及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都体现了教育的仪式[8]。教师的象

征特性，如知识化身、仪式化身、监督学生的权力化身等，对师生

的交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即使线上教学场所中有虚拟

校门、课桌和教学口号，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线空间的仪式

化不足。 

三、线上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动机弱化的原因 

1.以教为主，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教师线上教学方式主要有直播、录播或

者发送相关材料让学生自学。直播过程中，有些教师将传统课堂讲

授模式直接用在网络平台上，仍沿袭“教师主讲”模式，与学生沟

通交流较少；录播则将教学重点放在如何将教材上的知识点电子

化、数字化，这种提供电子教学材料让学生自学的方式，则完全弱

化了教师的功能。从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来看，双方意识到线上教学

应加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

进行访谈时，教师 B 提到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注意到，学生学习动

机与线下相比相差甚远：“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学生的学习动机较

小，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相比线下教学而

言，学生的自觉性就差了很大。”同时，教师 B 认为：“学生学习动

机减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学生自身原因的影响大过教

师的原因，环境的改变这类无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固然带来了很大的

影响，但是学生应该学会内归因。” 

2.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学生的线上学习需求 

教师提供的电子文档和教学 PPT 等在线教学资料，仍沿袭了

“教”的传统，不利于学生信息技术能力和主动性的发挥。线上学

习由于其不能面对面教学，课堂学习氛围、学习主动性的调动等已

经十分困难，教学资源的滞后不仅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更没有利

用网络设备等锻炼提升学生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由于网络上的教



高等教育 

 160 

学资源十分丰富，又没有明确的官方强调，教师在选择使用教学资

源时没有明确的标准，多由主观意识进行判断、选择，导致忽略了

学生的需求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然而，在谈到“如何选择教

学模式，才能丰富教学资源？”这一问题时，教师 A 表示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模式更好，因为该模式更符合当代教育发展趋势，可以利

用线上资源的丰富性为学生提供多种思考，线上线下教学的侧重点

有所不同、教学风格有所差异，教师可对材料进行甄别。 

3.监督机制不完善，难以保证学生的学习效率 

线上学习尽管有着传统教学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也存在教师监

督困难的问题。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 A 认为:“在线上学习中教

师面临的压力较多，学生不好监管，且教师工作量会增加。最大的

问题是在学生的作业中教师无法批注，给学生指出错误点。”线上

学习依靠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教师、学生都面对的是冰

冷的机器，在课堂上不能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即使可以进行

视频、音频连线等，也只是针对少部分学生，且时间很短暂，无法

对学生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在课后，学生分配在学习上的时间无

从保证，教师仅仅通过口头语言提醒、作业抽查等方式进行监督，

没有系统的监督体系，学生的学习效率难以保证。 

此外，教师 A 提到在疫情期间该教师主要采用线上提问、课前

提前布置任务、课后进行时间限制等方式进行监控；“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模式中，通过线上作业及要求布置进行监控和评价；教师

认为线上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差异，

即教师虽在线上提出要求，但答疑情境差，教师并不能对学生掌握

情况有很好把握。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使线上线下

教学相互弥补不足，仅使用线下教学不符合教育现代趋势，不能更

好发展学生开拓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 

4.学习模式的转变，学生存在不适应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上学习开展得突然而迅速，学生难以

适应由面对面的线下学习模式转变为远程的线上学习模式，由此引

发了一系列不良的情绪，乃至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影响。线上学

习没有课本，导致课程预习和课堂知识点巩固的不便、还影响课堂

笔记的记录速度等，学生容易产生烦躁的情绪和催生懒惰。线上课

堂面对冷冰冰的电子设备，老师不能随时进行指导、同学们不能时

刻陪伴学习，课堂缺乏浓厚的学习氛围，难以调动消极的学生去主

动学习、独立思考。 

5.学习环境的变化，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 

每个学生处于不同的学习环境里，教师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

能在其所处的环境里，进行正常的线上学习。学生在线上学习时，

是处于家庭环境中，这导致了环境对学习干扰的程度远比在学校严

重。邻居家装修、路边的鸣笛声、网络游戏等一切外在的行为刺激

因素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尤其是网络游戏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要

因素。身边的种种诱惑都会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假装学习甚至是

不学习。线上学习应如何引导学生合理、恰当地使用手机，使手机

成为学习的工具和资源，是教师和家长面临的难题。 

四、大学生线上学习动力激发和维持策略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动态连续的过程，蕴含在教学活动的每一个

环节中，将教学活动划分为五个环节：教学前准备、教学内容呈现、

学生参与、评价及后续活动，以此为基础将线上教学分为三个阶段：

课前准备、教学过程、评价反馈，在每一个阶段都应重视学生学习

动机的激发。 

（一）课前准备阶段 

1.准备丰富的教学资源 

教学内容的安排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专业特点，准备的教

学内容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科学合理安排教学内

容，。教学资源的选择需要以教学内容为参照，提前了解学生的兴

趣爱好、学习需求等，选择符合学生需求、有一定创新性的能调动

学生学习主动的教学资源，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创设适宜的学习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可能是线上学习课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

习环境可以在教室、家中、宿舍等等，后疫情时代，首先我们应为

学生创设一个通畅而稳定的网络环境，为线上学习提供有力的物质

保障。其次选择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免受外界的干扰，把

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教师尽可能地营造一个积极活跃

的课堂气氛，鼓励学生想说、敢说，主动地参与到课堂的互动中。 

（二）教学过程阶段 

1.发挥教育技术功能，优化线上学习服务 

线上学习离不开线上学习平台提供的支持。目前线上学习平台

的服务主要有内容搜索、学习管理、学习交互、课程与评价、统计

分析等几个板块。教师在进行线上教学时，可以充分使用线上学习

平台的服务功能，利用其充足的协作交流空间，组织讨论、解疑答

惑等，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还可以利用平台的实时反馈和

可视化功能，帮助教师了解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学生在具

体学习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并据此为学生推送重要的学习讯息，提

升利用线上学习环境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线上优化服

务。 

2.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增强师生课堂互动 

传统的“满堂灌”的讲授式教学模式早已不适应当今的教学，

现今提倡协作学习、自主学习、主题探究式、项目式以及体验式学

习等多种学习模式，在线上学习教学中，教师要创新思维，根据不

同的教育内容，采取灵活、恰当的教学模式，将线下和线上教学的

优势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中营造“和谐、

民主”的氛围，通过连线、讨论、抢答、游戏等方式增加师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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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动态。 

（三）评价反馈阶段 

1.树立教学为主的评价导向 

高校的教师职称晋升较为重视科研成果，对教学的要求有所忽

略，教师科研搞得好，论文发表多，项目也就随之而来，职称也就

相对好评，因而他们对教学的投入相对少一些；也有的只关注教学

不搞科研，这两种情况都有失偏颇。科研与教学如何平衡发展，在

教学过程中加入科研的方法以及学科的前沿知识，必定会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在全国教师职称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应

及时完善教师职称评审机制，做到科研和教学相平衡，加大对教师

教学的考核评价，地方院校应树立教学为主的评价导向，增设教学

科研型等教师职称序列，鼓励和引导教师静心思考教学改革，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2.改革单一的教学评价机制 

线上教学的评价旨在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在线教学评

价可分为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9]，总结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结

果的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成绩、表现以及态度、

情感策略等多方面综合形成的评价，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教师应重

视形成性评价的应用，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挖掘、分析学生

学习行为大数据，并及时调整教师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等，以进

一步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针对此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形成性评

价包括学生线上学习表现，如在线互动、在线作业、在线测试、讨

论情况[10]，在期末考核中，建议采取合理的考核方式以及调整平时

成绩的比例，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在线教学。 

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注意评价主体的多元性，采取教师评

价、、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教师评价还可以根据学

生能力的差异性，分层布置作业和任务，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

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充分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而产生学生学习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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