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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现状及对策研究
王 颖 黄海怡 陈忆哲 戴新亚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在线教学现已成为高校教学的“常态化”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的一种新形态。研究表明，学生在线学习仍

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和困境。本研究基于学习者视角，通过对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访谈并编码分析，以期挖掘出学生

居家在线学习现存问题的原因，探索高校学生学习质量提升的策略，为提高高校学生在线学习质量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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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nline learning at home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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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line teaching has become a normal part of college teaching and a new form of higher education.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iculties and dilemmas in students'online learning.Based on the learner's perspective,through

interviews and coding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this study aims to dig out the cause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nline learning at

home,explore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and provide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improving the

online learning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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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飞速发展，

信息化教育、在线学习等已成为普遍的学习样态，云班课、

慕课等众多线上课程APP平台为教学方式提供了新的方

式。自 2020 年以来，中国四千多万大学生经历了群体性

体验的居家在线学习模式，国家秉承“停课不停学”的理

念，鼓励各大高校开设线上课程，辅之互联网的平台支持，

线上网课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成为了中国的特色授课

方式。2022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

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高校有序推进在线教育，实现“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学模式。截止 2022 年 2 月底我国

上线慕课数量超过 5万门，有 108万高校教师开设了 110

万门在线课程，2259万学生参与学习，选课人次近 8 亿，

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人次超过 3亿，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

均居世界第一，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教育部，2022）。

新冠疫情的到来加速了我国教育由整体向终身教育

转型，未来线上学习将依然会是高校学习的主要形式之

一。此外，线上学习虽然具备线下课堂所无法比拟的便捷

和资源平等，但由于多种因素限制，在线教育目前仍潜在

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线上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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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果进行调研，分析高校学生在线上学习的现实情况，

以由此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助推当代在线教育发展。

我国学者针对目前线上教学实践中的各类问题开展

了积极总结和探讨，如通过个案介绍各级学校线上教学的

优秀经验，或对高校教师线上教学态度进行调查等[1]。但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针对高校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和情况进

行实证研究得还较少，亟待以学生为中心了解居家线上学

习中学生的态度和行为、分析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因素，

研究线上教学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的策略改进方法。因

此，本研究基于以上视角，围绕以下内容进行研究分析。

（1）高校大学生居家线上学习期间的真实反映。

（2）目前居家线上学习中的问题和挑战。

（3）如何提高当代高校的在线学习质量。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通过开放性编

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进行数据分析，获得

更加贴近实际的研究成果[2]。基于此目的，笔者为了合理

分析访谈数据，将访谈录音转为文本，并校正汇总成文稿，

再对文稿进行三级编码分析。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通过

采用半开放式的问题编制采访提纲，以在疫情时期参加学

校在线教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

其中七位大学生进行语音访谈（五位本科生，两位硕士

生）。具体信息见表一。

表一 受访学生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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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 目前学段 性别 访谈时长

1 本科生 女 27分 50秒

2 本科生 女 21分 14秒

3 本科生 女 19分 26秒

4 本科生 女 13分 06秒

5 本科生 女 18分 09秒

6 硕士研究生 女 16分 10秒

7 硕士研究生 女 17分 14秒

本调查的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结构化问

题，另一类则是开放式问题。结构化问题主要围绕着受访

者的基本状况、在线学习时间和计划等信息进行。开放性

问题主要围绕“一次印象深刻的在线学习经历”、“居家

在线学习的感受”以及“在线学习的学习效果”这三个核

心问题进行。虽然本研究事先设计了访谈提纲，但实际访

谈过程中并未完全按照提纲进行，而是依据新生成的有价

值信息展开追问。因此，在此呈现现场访谈实际使用的问

题（见表二），由于篇幅所限，表一只列出了访谈者所提

的问题，没有列出受访者的回答。

表二 学生Ａ基本信息及研究者现场使用的访谈问题

学校 性别 学段

A校 女 本科

研究者

现场使

用的访

谈问题

⑴您在疫情居家学习期间，工作日和周末的在

线学习时长有什么区别吗？

⑵您在线学习的课程多数是学校课程吗？

⑶课程是在线直播还是录播？

⑷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和以往在学

校学习相比，学习方式有什么不同？

⑸您能分享一下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

中印象深刻的一次学习经历吗？

⑹是因为线上学习的原因，给了您修改的机会

吗？

⑺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中遇到过什

么困难或困惑吗？

⑻您更倾向于在线学习还是实际课堂中的学

习？

⑼您对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有什么建

议或想法？

访谈结束后，本研究将所有访谈录音转为文本稿。在

研究效度方面，一般采取参与者效度法开展效度检测。在

文本转录工作结束后，研究员将访谈文稿逐一发给受访对

象并加以审阅，其中有六名受访对象对个别回答做出了简

要修改，从而有效提高了科研参与者的检验效率。

3 研究结果

3.1新疫情时期中国高校学生在线学习的扎根理论研

究

3.1.1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学生的在线学习效果的真实

反映

访谈完成后，研究者首先对访问数据加以收集总结，

通过Nvivo12.0程序对数据实现词频结果的可视化分类与

情感解码，呈现出的成果被视为居家网络教学经验的一个

重要体现。图一中显示了该访谈文稿所形成的词语云，图

二是自动编码中的数据。

在图一中，以词语云的形式显示出了访问文本中的词

语分布，按各个词语对应不同字号尺寸和色彩显示，并着

重突出文本数据中出现频次较大的词语。因此词语云可以

为笔者们精确抓取居家网络学习环境中的热点词和关注

点，提供了有效依据。其中，“学习”“居家”“在线”

“老师”等词的出现频率居于前列，这体现出老师是受访

者们在访谈过程中涉及较多的对象，进一步说明了老师在

高校学生居家在线学习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互动”“环

境”“同学”“沟通”等词语的出现频次也相应较多，说

明非认知因素对于受访者居家在线学习有一定的影响。

“课程”“平台”等术语出现的频次也相对较多，这从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学在校学生进行网络学习，将更加重视

网络知识、学习技术和知识能力，也将在内容与方式上成

为大学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主要平台。这些都为挖掘学生

网络学习的真实感受提供了切入点，可以从施教者角度、

学习者的角度以及学习方式的角度考察大学学生的网络

教学的真实体验。

图一 访谈文字稿词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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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Nvivo12.0软件自动编码的识别文本情感技术，

可以自动识别访谈文本转录稿中受访者的情感基调，从

“极为负向”“颇为负向”“极为正向”和“颇为正向”

四个维度进行情感编码，参照点数和色度体现受访者的情

感表现。参照点数量愈多，色度也愈深说明该地区的情感

表现就愈突出。根据自动编码情感结果（见图二）可发现，

情感为“正向”的参照点总量为 83，情感为“负向”的

参照点总量为 84，而且色度最深和较深的地区依次聚集

在“最为正向”和“极为负向”的层次中。据此得知，访

谈者的体验两极分化严重。不过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在采访

流程中，对疫情时期学生居家在线学习的感受都表达出相

对正面的主动情感，说明了大部分学生对居家在线学习的

感受都比较满意，但同时也有部分学生的情感非常负向，

原因需要进一步分析。

图二 访谈内容的编码结果

3.1.2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学生居家在线学习中遇到的

困难问题

本研究按照三级编码的要求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在

一级开放编码时，研究者本着尽量悬置自我倾向和学界定

见，以呈现原始资料意义单位，尤其注意访谈者本土概念

的原则，形成了“环境设施”、“学习过程”、“教师素

质”、“学习者素质”四个类属及类属之下的 17 个维度，

见表三，表四选择了部分资料对这个分析过程进行示例。

表三 影响在线学习体验因素的属性维度

影响在线学习体验因素的属性汇总

类属 属性 维度

环境设施
网络信号 不稳——流畅

学习环境 嘈杂——安静

学习过程

学习方式 单一——丰富

学习氛围 不足——浓厚

学习互动 消极——积极

学习要求 强制——自主

学习效率 低——高

学习交流 阻碍——顺畅

学习资源 匮乏——丰富

教师素质

教学形式 单一——多样

教学内容 残缺——完整

答疑解惑 模糊——清晰

学习者素质

学习管理 弱——强

学习兴趣 消沉——高昂

心理情绪 焦虑——轻松

课堂注意力 分散——集中

学习目标 模糊——明确

表四 分析过程示例

3.2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学生居家在线课程中的问题

分析

3.2.1环境设施

环境设施是影响疫情防控期间在线学习效果的外部

条件，环境设施分为网络信号及学习环境两方面。在访谈

选取的初始概念中，大学生对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习

的涉及居家环境、网络信号的硬件条件影响的评价描述均

占 14.2%，评价均为负面，如“父母不仅不给你创造学习

氛围，还来打扰你……不是独生子女，就是学习的话，离

得太近的话，就是也会吵到。”“不是独生子女，然后如

果上网课的话……从网络方面讲，就是我们两个会互相抢

网。”

3.2.2学习过程

在本研究的访谈样本中，所有学生都提到了在线学习

“学习氛围”、“学习互动”、“学习交流”等方面的问

题。首先，在“学习氛围”方面，有学生提到“在学校学

习的话，可能回到宿舍……有一个学习环境的这么一个影

响，然后可能他们学的时候我也会学，然后他们可能不学

的话，我可能也会松懈一点儿。”“如果在家的话可能会

有一种惰性。就是没有在学校学习那种那么好的一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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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氛围。”“我遇到的困惑，一个是学习氛围不太浓厚

了。”“居家学习和在线下有很多人一起去学习的那种氛

围，还是不一样的。”可见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居家在线教

学学习氛围不够浓厚，与在校学习时由老师、同学形成的

天然学习氛围相比效果相差甚远，缺少学习督促和学习引

领严重影响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其次，在“学习交流”

问题上，学生反映强烈。“不管同学，还是老师也好，都

沟通上比较少吧……接触不到，碰不到面儿，然后可能交

流上也不太会。”“我觉得是交流问题……一旦涉及比较

复杂的内容，没有办法在线上就能讲明白。”“作业的要

求有点太复杂，所以特别难在线上交流。”“线上沟通的

效果在传达方面会受到一些阻碍，然后老师同学之间的交

流也减少了自己也容易摸鱼。”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在线学

习在交流沟通方面存在阻碍，一方面，学生之间或师生之

间沟通较少，不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学习状态；另一方面，

面对复杂任务或问题时难以在线上说明清楚并沟通解决，

导致居家在线学习交流效率明显下降。再者，在“学习互

动”问题上，学生提到“因为我们在线上学习，可能老师

问了问题就感觉底下一片寂静，就是互动性不是很好。”

“线下我们还可以分小组进行讨论互动，让大家更主动地

去表达。”“如果能让每位同学都参与进来的那种互动就

可以很好地提高课堂效率，避免有的学生因为偷懒而废掉

一整节课的学习。”可见在线学习学生之间及师生时间互

动少，互动方式也比较单一。

3.2.3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对学生的居家在线学习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访谈数据可以发现，教师

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师答疑解惑的程度会对学生

在线学习效果造成影响。例如，“这门课作业的要求有点

太复杂，所以特别难在线上交流的这种情况下去了解到老

师给你布置的这个作业的要求，所以说现在很多同学都是

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布置的作业到底是什么要求，我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惑，也是线上学习的一个较大的弊

端”“老师在布置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困惑

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因为这个任务我觉得有一些复杂，我

们也是开了好几次会来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但是效果感

觉还不是那么好，就是还是有一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在

线学习，教师和学生无法在同一空间开展课程，教学内容

及教学任务容易有阐述不清的问题。并且教师单一的授课

形式（展示课件平铺直叙）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影

响学生全身心参与课堂的效果，同时教师也无法直接了解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状态，无法保证教学目标的真正达

成。

3.2.4学习者素质

通过分析发现学习者自身素质对在线学习效果也了

产生较大的影响。学生线上学习存在学习管理能力差、学

习兴趣较小、易产生学习焦虑、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学习

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如受访学习者表示在校有同学相互督

促完成学习任务，而在家无人督促的情况下学习管理能力

较为欠缺；面对网课除了自身感兴趣的课程外，其他课程

难以调动学习兴趣；在课堂注意力方面，“相比学校学习

来说，居家在线学习的话要更随意一些，并且很容易开小

差”“很长的一部分的时间都是就是开着电脑，容易分心，

比如手机不小心来了一条短信，也会分散我的注意力，然

后就把我的目光吸引了”；在学习目标方面，学习者更倾

向于依靠外部提供目标，“没有什么太大的学习的欲望，

就比如说它（学校学习）给我什么动力……给我一些精神

寄托，（让）我有很强的目标性，让我追逐这个目标去发

展，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4 后疫情时期高校在线学习质量提升的策略

根据访谈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有部分学生反映作业

要求太复杂、不清楚教学的作业任务要求，这其实反映出

目前疫情居线上学习学校作为课程的设置和计划者未能

完全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出发，依旧以线下课程的教学

方式和教学安排，没有考虑到线上学习的时空局限。因此

从学校层面和教师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4.1学校层面

（1）应充分并实际调研了解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的状态

和学习需求，视疫情情况，灵活整体统筹课程安排，及时

为不能返校恢复线下学习做好预备课程安排，以保证有序

进行线上学习与教学。

（2）为解决线上教学师生互动较少，缺乏面对面交流

的问题，高校层面应该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在线上教学层面

应用，可以尝试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等技

术营造真实感的学习氛围。在互动方面，可适当提供学生

自主参与的相关点击引擎链接（如关键问题交流角，学习

笔记展示空间，作品展评空间等云端超链接。）以增加学

生学习体验感。在评估和诊断方面，可以为用人工智能对

全部对整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个性化评估，并提供每个学生

的进度。

（3）疫情居家学习导致交流具有距离感，同时网络具

有隐蔽性和虚拟性，学生长期因疫情居家学习，长期在封

闭的空间当中进行学习，也无法与同龄的同辈群体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难免会或对或少产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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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心理上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状态。

因此高校除了发挥课程的安排之外，学生疫情居家的心理

状态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可以定期收集学生心理问卷，监

控学生实时的心理健康状态，可以开展一些辅导员谈话活

动解决学生实际的心理问题，以及定期地开展班会教学生

自我调节的方法。也可以积极开展“党员 1对n”活动，

让党员做好榜样作用和同学相互交流。进行多角度深层次

的心理沟通和相关活动，保持学生良好的心理状态，为高

质量线上学习打好基础。

4.2教师层面

（1）加强与学生的线上沟通，拓展多种沟通形式。如

通过安排课前小叙、开设周会或月会、不定时与学生私下

交流、设置匿名信箱等，充分了解学生居家学习的情况，

关注学生学习需求，在教学中及时反馈。同时应关心学生

在学习生活上是否存在困难困惑并帮助其及时解决，对于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课代表协助收集相关问

题，定期开展答疑解惑活动。

（2）视情况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及教学任务。课前可以

通过在线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需求，及时调

整教学设计，丰富课程内容，提升课程生动性和吸引力；

也可以在课前发布教学大纲使能够明晰课程安排及教学

内容，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在教学任务设置上应根据学

生居家学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学习任务应体现水平分层

以确保学生的在线学习质量。

（3）探索教学形式多样性。教师应保持终身学习理念，

不断加强自身专业发展，拓展专业领域外的学习和研究，

在教学形式上坚持强化和创新，减少课堂教学纯理论讲

授，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校能力。融入情境教学

法，有目的地为学生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真实

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沉浸式投入课堂

教学，在情境中解决问题，理解所学内容，以便在未来实

际问题中可以迁移应用，真正实现“所学即所用”。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利用网络软件，制作动画、视频、模

型等辅助教学，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同时有效帮助学生做到对知识、技能等的理解，提高

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

4.3学习者层面

（1）合理规划后疫情时代的学习安排。后疫情防控期

间所导致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时间的不确定性，更加需要针

对变化及时进行学习规划的安排，提前制定好学习规划，

即使居家也做到可完成每天相应的学习进度，减少居家各

种因素造成的对学习效率和学习进度的影响。

（2）主动与教师同学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沟通。线上

虚拟教学的空间的隐蔽性导致师生、生生之间沟通的不

便，除了学校教师层面的主动沟通，学习者也应注重与教

师、同学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学习问题，积极参与合作学

习，按时回应与完成相关安排和任务，像教师主动探讨自

身的学习规划与困惑，寻求教师等人员的及时帮助。同时

也可以和同学进行积极沟通，交流学习与生活，通过交流

树立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氛围。

（3）树立主动学习与终身学习的理念。学习者应从理

念层面出发，从深处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树立自主自律

的学习状态和正确的学习动机，意识到即使是线上学习也

具有其有效性。当下疫情时代助力了线上教学的发展，通

过网络的便利性也为学习者提供了很多高质量的学习资

源和途径。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学习者，应抓住机会，善于

利用线上学习资源，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自觉，不断学

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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