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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基于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和全国高等学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 (ＣＩＱＡ) 联

合开展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学生调查ꎬ 开展混合式研究ꎬ 对问卷开放式题目进行文本词频分析并

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构建 ＬＤＡ 主题模型ꎮ 依据困惑度和主题词的统计ꎬ 发现自我调节能力是大学生

关注的焦点ꎮ 对应 ＬＤＡ 主题模型ꎬ 在问卷中提取相应的结构化数据ꎬ 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探索

大学生线上学习中自我调节能力的影响因素ꎮ 研究发现ꎬ 学生因素、 教师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

大学生线上学习自我调节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ꎬ 其中家庭支持、 教学投入和学校支持在

对应的因素中对学生自我调节的影响程度最大ꎮ 为取得更好的线上学习效果ꎬ 提高大学生线上

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ꎬ 本文提出要实现 “三个转变”: 重点关注自我调节能力弱的学生ꎬ 提升学

生线上学习自我调节能力ꎻ 突出课程内容重点ꎬ 并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节ꎻ 加强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升级ꎬ 营造线上学习外部良好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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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为响应教育部 “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
的号召ꎬ 各大高校纷纷开展线上教学ꎬ 高校、 教

师和学生在这场规模盛大的线上教学活动中全盘

操练ꎬ 向教育教学信息化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

步[１]ꎮ 虽然疫情倒逼高校走上全面线上教学的道

路ꎬ 但这种 “应急教学” 不应该是暂时的ꎬ 而应

该是以此为起点ꎬ 探索我国课堂教学的新模式[２]ꎮ
线上教学的便利性和普及性特点也在此刻展现的

淋漓尽致ꎮ 根据疫情期间大学生线上学习调查报

告可知ꎬ 学生对平台技术掌握的熟练度为 “熟练”
和 “很熟练” 的两部分人数占比达到了 ５７ １％ ꎬ
代表着大学生的网络应用能力达到了较为良好的

水平[３]ꎮ 但线上学习中计算机网络应用能力高却

并不代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为良好ꎮ 王正聪等的

研究指出ꎬ 相对于计算机网络应用能力ꎬ 自我调

节学习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网络环境中成人学习

者学业成绩更为关键的因素[４]ꎮ 同时也在调查报

告中发现ꎬ 影响线上学习效果的最主要因素是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行为习惯养成和学生积极

参与等ꎬ 这说明线上学习实际上对学生的自我调

节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自我调节能力高的学

生往往收益更多ꎮ 如果学生对学习行为完全不加

控制的话ꎬ 基本不会有任何收效[５]ꎮ 因此ꎬ 有必

要深入调查分析大学生线上学习中的自我调节能

力及其影响因素ꎬ 进而在此基础上提高大学生的

线上学习体验ꎮ

二、 研究现状

在班杜拉 (Ｂａｎｄｕｒａ) 的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ꎬ
齐默曼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Ｂ Ｊ. ) 于 １９８６ 年首次提出自

我调节学习 (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ＳＲＬ) 的概

念ꎬ 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源自于社会认知ꎬ 其框架

包括动机、 方法、 时间、 行为、 环境、 社会六个

维度[６ － ７]ꎮ 这六个维度解释了学习者为什么选择学

习任务ꎬ 选择什么学习方法ꎬ 怎样进行时间管理ꎬ
怎样评价学习结果ꎬ 怎么选择学习环境等问题[８]ꎮ
自齐默曼提出此概念后ꎬ 自我调节学习在学校教

育、 教育心理、 网络教育和成人教育等领域得到

了广泛大量的深入研究ꎬ 并且与许多术语的涵义

相近ꎬ 如自主学习、 自律学习、 自我指导学习等ꎮ
但由于研究视野与界定问题角度的不同ꎬ 导致了

自我调节学习还未形成一个标准统一的定义ꎮ 如

齐默曼认为ꎬ 自我调节学习是学习者通过系统监

控、 引导和控制自己的元认知、 动机、 行为和意

识调节ꎬ 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并努力实现学习

目标的过程[９]ꎮ 郑京来 (Ｋｙｏｕｎｇ￣Ｒａｅ Ｊｕｎｇ) 还通

过一系列 ＣＦＡ 和回归分析证实了学习自律是一种

特定于情境的自我调节形式的努力[１０]ꎮ 国内学者

的研究中ꎬ 得到较多认可的关于自我调节学习的

定义是由庞维国提出的ꎬ 他认为应从横向和纵向

两个维度来阐述自我调节学习的本质ꎬ 横向指学

习所涉及的各个方面ꎬ 纵向指学习的整个过程[１１]ꎮ
尽管论述不同ꎬ 但以上研究都指出了自我调节学习

的一些基本特征ꎬ 即在自我调节学习的驱动下ꎬ
学习者能够设置难度适中的学习任务、 个性化的

学习目标和选择相应的学习策略ꎬ 能够在整个学

习过程中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 自我反思、 自我

评价和自我调整等ꎮ 因此ꎬ 本研究认为线上学习

中自我调节指的是学习者能够主动利用网络上的

各种资源ꎬ 合理安排并完成教学任务布置ꎬ 积极参

与自身的学习活动ꎬ 有着良好的线上学习习惯ꎬ 同

时通过教师引导、 任务驱动和学生自控三种方式的

互相配合来完成学习过程ꎮ
为厘清自我调节学习的具体行为路径、 干预

性和现实应用性ꎬ 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探索ꎮ 班

杜拉 (Ｂａｎｄｕｒａ) 继社会认知理论之后ꎬ 从认知和

行为联合起作用的角度出发ꎬ 提出了三元交互决

定论ꎬ 指出人体机能是由个人因素、 行为和环境

三者构成的ꎬ 且存在动态的交互作用[１２]ꎮ 齐默曼

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维自我调节模型ꎮ 模型中包含

了计划阶段 (设定目标和制定计划)、 行为控制阶

段 (执行任务和监控)、 自我反思阶段 (自我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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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ꎬ 由三个阶段不断循环构成了三维自我调节模

型[１３]ꎮ 平特里奇 (Ｐｉｎｔｒｉｃｈ) 在综合考虑认知、 动

机、 情感、 行为和情境因素下ꎬ 提出了自我调节

学习的一般框架ꎬ 包括计划、 监控、 控制、 反思

四个阶段[１４]ꎮ 除此之外ꎬ 还有自我调节学习的双

加工模型和 ＣＯＰＥＳ 模型等[１５]ꎮ 以三元交互决定论

为例ꎬ 在线上学习中ꎬ 个人因素、 行为和环境也

是相互作用的ꎮ 个人即学习者ꎬ 行为是学习者在

线上学习环境中进行的学习活动ꎬ 环境指的是线

上学习环境ꎮ 齐默曼指出自我调节能力对于学习

的物理环境、 社会环境具有敏感的感知能力和应

变能力[１６]ꎮ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ꎬ 学习是在社会文

化背景下ꎬ 借助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

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ꎮ 建构性学习应该是

积极的、 具有建构性和目标指引性的ꎮ 在建构主

义学习环境中ꎬ 学习者可以相互合作ꎬ 利用各种

工具和信息资源来参与学习活动ꎬ 如网上信息资

源、 教师资源、 情境资源等ꎮ 列昂捷夫的行为理

论认为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ꎬ 行为

的发生取决于环境的作用ꎬ 行为状态的维持更离

不开环境的影响[１７]ꎮ 大量研究也表明ꎬ 社会情境

对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在疫情

期间的远程学习情境中ꎬ 由于学习环境的改变ꎬ
学习者在该环境中的个人因素、 行为以及行为结

果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可能发生改变[１８]ꎮ 教

学模式改变、 学习环境变化、 学习情境缺失等因

素都会对大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造成一定的考验ꎬ
再加上疫情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境ꎮ 因此ꎬ
在综合诸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ꎬ 本研究认为线上

学习中除个体、 行为和环境外ꎬ 社会因素也是线

上学习中学生自我调节的重要环节ꎮ
在网络环境下的学习中ꎬ 已有研究表明ꎬ 学

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高

低[１９ － ２０]ꎮ 自我调节中认知策略和认知调节对于成

功的线上学习至关重要[２１]ꎮ 学习者掌握较高的自

我调节学习能力则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加强学习技能ꎬ 其较高的学习动机也促使

学习者积极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ꎬ 主动进行自我

监控ꎬ 从而不断优化学习绩效ꎬ 拥有更大的概率

机会获得成功[２２ － ２４]ꎮ 线上学习的灵活性、 随时性

等特点也对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ꎮ 尤其是当今超文本环境中的学习ꎬ 相比传统

学习ꎬ 超文本环境下的学习会遇到两大挑战: 一

是学习任务的增加ꎬ 学习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处理更多的信息ꎻ 二是超文本的复杂环境可能会

给学习者带来负担ꎮ 因此ꎬ 在超文本环境下的学

习ꎬ 为了增强学习效果ꎬ 自我调节学习的能力是

至关重要的[２５]ꎮ 刘鹂等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关注线

上学习ꎬ 认为线上学习可视为一个由学习相关者

和学习环境构成的系统ꎬ 而自我调节是系统中各

生态要素经由互动、 互馈走向有序的过程ꎬ 是学

习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状态的重要因素[２６]ꎮ 但很多

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并不高[２７]ꎬ 处于中等水

平[２８]ꎬ 学习成效较差ꎬ 甚至造成辍学等恶性后

果[２９]ꎮ 而脱离了传统教学意义的网络远程教育中ꎬ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也越发显得格外的重要ꎬ 成为

制约和影响网络环境中学习者学习效果至关重要

的要素[３０]ꎮ
目前关于在线学习者自我调节的研究ꎬ 大多

集中于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力对于学习满意度和

学习绩效的影响上ꎬ 对于影响学习者自我调节能

力因素的研究较少ꎬ 同时只考虑自我调节对于学

习满意度、 学习绩效的正向关系ꎬ 未考虑到疫情

期间学习者自我调节的整体性和持续性ꎮ 因此ꎬ
基于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和全国高等学校质量保

障机构联盟 (ＣＩＱＡ) 联合开展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学

生调查ꎬ 通过混合式实证研究ꎬ 分析大学生线上学

习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及其影响因素ꎮ

三、 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 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和全国高等学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 ( ＣＩＱＡ) 于

２０２０ 年疫情期间开展的线上教学情况调查 (学生

卷)ꎬ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共累计回收了 ２５１ꎬ９２９
份有效样本调查问卷ꎬ 采用的是该问卷中的结构

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ꎮ 结构化数据包括样本基

本信息、 线上教学环境及支持、 线上教学体验三

部分内容ꎬ 非结构化数据指的是问卷的开放题ꎮ
其中ꎬ 样本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年级、 所在学科

等ꎬ 线上教学环境包括网络环境、 学校支持等ꎬ
线上教学体验包括教师教学环境、 线上教学优缺

点、 教学效果等ꎮ 线上教学环境及支持和线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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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验量表中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对选项进行

计分ꎬ 即非常赞成 ＝ ５ꎬ 赞成 ＝ ４ꎬ 一般 ＝ ３ꎬ 不太

赞成 ＝ ２ꎬ 不赞成 ＝ １ꎮ
在结构化数据中ꎬ 过滤对问题选择 “不知道”

选项的样本数据、 大学生年级缺失样本数据ꎬ 并

去除本次疫情期间未参与线上学习的学生样本ꎬ
清洗后有效样本数为 ２２５ꎬ２８２ 份ꎮ 在非结构化数据

中ꎬ 剔除无文字意义的文本数据后ꎬ 有效建议样

本数为 ３１ꎬ７１７ 条ꎬ 文本字数共计 ４９９ꎬ６６６ 字ꎮ
采用统计工具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

分析ꎬ 结 果 显 示 问 卷 整 体 信 度 克 隆 巴 赫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值为 ０ ９４５ ( > ０ ９)ꎬ 说

明该问卷信度良好ꎻ 再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问

卷的结构效度ꎬ ＫＭＯ 系数值为 ０ ９７５ ( > ０ ９)ꎬ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达到显著 (ｐ < ０ ００１)ꎬ 表明问

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ꎮ
(二) 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大规模调查数据ꎬ 本研究使用文本

挖掘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ꎮ 首先ꎬ
用 Ｎｖｉｖｏ １２ ｐｌｕｓ 软件对问卷中的开放题进行词频分

析ꎬ 筛选出文本中有意义的高频词后ꎬ 再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构建 ＬＤＡ 主题模型ꎬ 发现大学生在线上学

习中最关注的问题ꎮ 其次ꎬ 在 ＬＤＡ 主题模型的基

础上ꎬ 构建研究理论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设ꎬ 利用

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和 ＡＭＯＳ２１ ０ꎬ 对问卷中对

应的结构化数据进行量化分析ꎬ 构建结构方程ꎬ
最终检验理论模型是否成立ꎮ

四、 数据分析

(一) 文本词频和 ＬＤＡ 主题模型分析

词频分析是对大批量文本进行高频词提取的

常用手段ꎬ ＬＤＡ 主题模型分析则是针对高频词进

行聚类分析进而提取主题的便捷方法ꎮ 本研究用

Ｎｖｉｖｏ１２ ｐｌｕｓ 软件对问卷中的开放题进行词频分析ꎬ
对 ４９９ꎬ６６６ 字的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并设置最小词汇

字数为 “２”ꎬ 筛选出原始文本中的高频词共有

１ꎬ８４２个ꎬ 再进一步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构建 ＬＤＡ 主题模

型ꎮ 通过构建 ＬＤＡ 主题模型ꎬ 将提取的高频词聚

类成 几 个 高 度 相 关 的 主 题ꎬ 并 用 困 惑 度

(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 来评估主题模型的拟合程度ꎮ 困惑度

随着主题数目的增加而降低ꎬ 下降的速率越慢说

明主题个数越接近真实的主题个数ꎬ 拟合程度越

好ꎮ 当模型模拟到 ８ 个主题之后ꎬ 困惑度的下降趋

势明显变缓 (见图 １)ꎬ 结合每个主题的主题词

(见表 １)ꎬ 将模型主题个数确定为 ８ 个ꎮ
首先ꎬ 按照每个主题的样本量进行排序ꎬ 进

而将筛选出的主题进行命名ꎮ 以排名第一的样本

量为例ꎬ 筛选出的主题词有教学、 作业、 布置、
适当等ꎬ 各个主题词前的数字代表每个主题词在

文本数据中出现的概率ꎮ 数字越大ꎬ 表示主题词

出现的次数越多ꎬ 因此将其命名为 “教学模式”ꎮ
由于篇幅限制ꎬ 只罗列出现概率较高的前八位主

题词 (见表 １)ꎮ

图 １　 困惑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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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题与主题词列表

主题排名 样本量 主题命名 主题词

１ ４６０９ 教学模式
０ ３６１∗教学 ＋ ０ １９３∗作业 ＋ ０ ０６０∗布置 ＋ ０ ０２８∗适当 ＋ ０ ０２３∗设备 ＋ ０ ０２３∗适合

＋ ０ ０２２∗授课 ＋ ０ ０１８∗课后

２ ４０９６ 教学效果
０ ３６８∗教师 ＋ ０ ０８２∗直播 ＋ ０ ０５１∗效率 ＋ ０ ０４５∗任务 ＋ ０ ０４４∗能力 ＋ ０ ０３７∗互动

＋ ０ ０３２∗效果 ＋ ０ ０２３∗师生

３ ３２９６ 硬件设施
０ １７３∗平台 ＋ ０ １２６∗软件 ＋ ０ ０７８∗网络 ＋ ０ ０７４∗稳定 ＋ ０ ０６１∗问卷 ＋ ０ ０４８∗电

脑 ＋ ０ ０４０∗完善 ＋ ０ ０２２ 系统

４ ２７４８ 行为调节
０ ３６４∗学习 ＋ ０ １８０∗时间 ＋ ０ ０３５∗资源 ＋ ０ ０２９∗方便 ＋ ０ ０２５∗自主 ＋ ０ ０２１∗功

能 ＋ ０ ０１９∗形式 ＋ ０ ０１７∗监督

５ ２６６４ 教学投入
０ ５３４∗学生 ＋ ０ ０７９∗课堂 ＋ ０ ０３１∗支持 ＋ ０ ０２６∗讲课 ＋ ０ ０２５∗讨论 ＋ ０ ０２０∗上

线 ＋ ０ ０１８∗答疑 ＋ ０ ０１７∗积极

６ ２３０９ 教学质量
０ １４０∗线下 ＋ ０ １３０∗视频 ＋ ０ ０８６∗教师 ＋ ０ ０６１∗及时 ＋ ０ ０５０∗手机 ＋ ０ ０３４∗安排

＋ ０ ０３２∗回放 ＋ ０ ０２７∗质量

７ ２１６３ 情境调节
０ １８４∗网络 ＋ ０ １７５∗需要 ＋ ０ ０４２∗改善 ＋ ０ ０３９∗自律 ＋ ０ ０３９∗重点 ＋ ０ ０３８∗听

课 ＋ ０ ０３３∗家里 ＋ ０ ０２８∗卡顿

８ １８１３ 学校支持
０ １９３∗课程 ＋ ０ ０７１∗知识 ＋ ０ ０６９∗平台 ＋ ０ ０５２∗签到 ＋ ０ ０５０∗增加 ＋ ０ ０３６∗认

真 ＋ ０ ０３１∗作业量 ＋ ０ ０３１∗统一

注: “∗” 代表主题词出现的频率ꎮ

(二) 因子分析与变量测定

基于文本词频和 ＬＤＡ 主题模型分析ꎬ 可以发

现ꎬ 除外部因素外ꎬ 学生自我调节中的行为调节

和情境调节也是线上教学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ꎮ
行为调节指的是学习者为学习目标所付出的时间、
计划、 努力和行为意向ꎬ 情境调节指的是对学习

任务、 背景的环境感知ꎮ
因此ꎬ 本研究以 ＬＤＡ 主题模型分析出的结果

为研究前提ꎬ 以三维自我调节模型为基础构建理

论模型ꎬ 并从问卷调查数据中找到 ＬＤＡ 主题模型

中各个主题词所对应的相关题项ꎬ 来分析教学模

式、 教学效果、 硬件设施等对于大学生线上学习

“自我调节能力” 是否有影响ꎮ 依据齐默曼对于自

我调节学习的定义ꎬ 选取调查问卷中 “学生参与

度”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线上学习习惯”
三道题项ꎬ 作为大学生线上学习 “自我调节能力”
的评判ꎮ 本研究认为这三道题ꎬ 客观反映了线上

学习中学生能否有效地安排和控制学习时间ꎬ 对

于变化社会环境下的感知能力和应变能力如何ꎬ
即三维自我调节模型中的自我反思阶段 (自我评

价)ꎮ 同时ꎬ 依据庞维国提出的自我调节学习的本

质ꎬ 自我调节不仅包括横向层面所涉及的各个方

面ꎬ 还包括纵向层面上学习的整个过程ꎮ 在疫情

期间ꎬ 线上教学持续时间之长、 范围之广是实属

罕见的ꎮ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身对教学平台和工

具的熟悉程度、 线上教学的学习经验、 学生的家

庭支持、 学习满意度和学习效果也会不断地影响

到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ꎬ 因此本研究将以上因素

一并列入考虑ꎮ 在此基础上ꎬ 构建的理论模型如

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理论模型

本研究以 ＬＤＡ 主题模型中的硬件设施、 学校

支持、 教学投入、 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分别作为

自变量中的环境因素和教师因素ꎬ 以工具熟悉度、
学习经验、 家庭支持、 学习满意度和学习效果作

为学生因素ꎮ 研究假设如下:
Ｈ１: 环境因素对大学生线上自我调节能力具

有正向影响作用ꎻ
Ｈ２: 教师因素对大学生线上自我调节能力具

有正向影响作用ꎻ
Ｈ３: 学生因素对大学生线上自我调节能力具

有正向影响作用ꎻ
本研究共包括十个因子ꎬ 各因子在本研究中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７ꎬ 系数良好ꎬ 具备

成为公因子的条件ꎮ 对应题项如表 ２ 所示ꎬ 且题项

中均采取李克特五分量表法对选项进行计分ꎬ 得

分越高代表学生对于该项的评价越趋向于正面ꎮ

７６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总第 ２０４ 期)

表 ２　 变量与相应的测量问题

变量 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因变量 自我调节能力

学生参与度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线上学习习惯

０ ７６

自变量

环境因素

教师因素

学生因素

硬件设施

学校支持

教学投入

教学模式

教学效果

工具熟悉度

学习经验

家庭支持

学习满意度

学习效果

网络速度的流畅度

平台运行的稳定度

画面音频的清晰度

电子图书资源对线上学习的支持

为学生提供教学平台使用培训

为学生提供线上学习方法培训

学校政策对于线上学习的支持 (如学分认

定、 学业评价标准等)

选择适合线上教学的课程内容

教师对教学的态度及精力投入

教师对教学平台和工具的熟悉程度

教师的教学空间及设备支持

直播

录播

文字 ＋音频

教师提供材料ꎬ 学生自学

课堂直播效果

课堂录播效果

文字音频效果

与老师课内外的交流互动

学生对教学平台和工具的熟悉程度

疫情之前是否过使用线上教学

学生的学习空间及终端设备支持

对线上教学的总体满意度

比传统线下学习效果好

０ ７４

０ ７６

０ ８１

０ ７６

０ ８５

－

－

－

－

－

(三) 相关分析

表 ３ 总结了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矩阵和描述性统

计ꎮ 研究发现ꎬ 硬件设施、 学校支持、 教学投入、
教学模式、 教学效果、 工具熟悉度、 家庭支持、
学习满意度、 学习效果都高于理论中值 ３ 分 (Ｍ ＝
３)ꎮ 这表明本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硬件设施情

况较为良好ꎬ 学校支持政策实施到位ꎻ 教师的教

学投入较高ꎬ 有着多样化的教学模式ꎬ 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ꎮ 同时ꎬ 学生对于教学平台和工具

也较为熟悉ꎬ 家庭提供了一定的学习空间和设备

支持ꎬ 对于线上学习的总体满意度较高ꎬ 学习效

果 (Ｍ ＝３ １) 则仍有待提高ꎮ 而大学生线上学习

的自我调节能力则低于理论中值 ３ 分 (Ｍ ＝ ２ ７３)ꎬ
说明本次线上教学中ꎬ 学生仍存在着一定的适应

性问题ꎬ 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ꎮ 在各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上ꎬ 全部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 (ｐ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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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相关矩阵和描述性统计 (Ｎ ＝ ２２５２８２)

因子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 硬件设施 ３ ４８  ７２７
２ 学校支持 ３ ６９  ７１９  ６９６∗∗ 
３ 教学投入 ４ ０１  ７１９  ２６２∗∗  ３７４∗∗

４ 教学模式 ３ ５１  ５７７  ３５２∗∗  ４４４∗∗  ３５０∗∗

５ 教学效果 ３ ６３  ７１４  ６２９∗∗  ７３９∗∗  ４２０∗∗  ５２７∗∗

６ 工具熟悉度 ３ ９６  ７９７  ２４９∗∗  ３５５∗∗  ８３７∗∗  ３２７∗∗  ３９６∗∗

７ 学习经验 －  ５９９  ０６７∗∗  ０７６∗∗  ０４４∗∗  ０８９∗∗  ０７３∗∗  ０３７∗∗

８ 家庭支持 ４ ０６  ７９７  ２２７∗∗  ３３３∗∗  ７７６∗∗  ３１０∗∗  ３７３∗∗  ７２１∗∗  ０３９∗∗

９ 学习满意度 ３ ６１  ８３３  ５９１∗∗  ６９０∗∗  ３６３∗∗  ４３５∗∗  ８３５∗∗  ３４４∗∗  ０７２∗∗  ３１９∗∗

１０ 学习效果 ３ １０  ９０６  ３５９∗∗  ３９５∗∗  １３７∗∗  ２７４∗∗  ４６１∗∗  １４２∗∗  ０８７∗∗  １００∗∗  ４７８∗∗

１１ 自我调节能力 ２ ７３  ９４３  ２６０∗∗  ３６５∗∗  ８１２∗∗  ３２３∗∗  ４０２∗∗  ７５５∗∗  ０４３∗∗  ８１６∗∗  ３４７∗∗  ０８１∗∗

注: Ｍ 代表均值ꎬ ＳＤ 代表标准差ꎬ ∗ｐ <  ０５ꎻ ∗∗ ｐ <  ０１ꎮ

图 ３　 结构方程模型

(四)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 ＳＥＭ) 是一种多元线性的统

计建模方法ꎬ 它的分析过程包括模型构建、 模型

修正及模型解释ꎮ 模型中的变量可分为潜在变量

(椭圆框) 和观测变量 (矩形框) 两种ꎮ 其中ꎬ 观

测变量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ꎬ 潜在变量为不能

通过直接测量得到ꎬ 但可借助观测变量间接测量

的变量ꎮ 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够测量量表的信效

度ꎬ 还能发现影响因素并能明确影响因素之间的

关系ꎬ 具有传统回归分析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ꎮ
因此ꎬ 结构方程模型非常适合运用于本研究ꎮ 基

于文献理论梳理和以上研究基础ꎬ 对本研究中的

潜在变量 (自变量) 和测量变量 (因变量) 构建

结构方程ꎬ 进行验证性分析ꎮ 通过 ＡＭＯＳ２１ ０ 软件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ꎬ 分析线上学习中大学生自我

调节能力的影响因素ꎬ 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指数

良好ꎮ 其中ꎬ 绝对适配度指标中 ＧＦＩ ＝ ０ ９２９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９ꎻ 增值适配度指标 ＮＦＩ ＝ ０ ９２７ꎬ

ＣＦＩ ＝ ０ ９２７ꎬ 皆符合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的标准ꎬ 代

表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性ꎮ
从图 ３ 结构方程模型中可以看出ꎬ 环境因素、

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对自我调节度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ꎬ 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是 ０ ０３、 ０ ３９、 ０ ７４
(ｐ < ０ ０１)ꎮ 通过标准化影响效应分析可得ꎬ 影响

自我调节能力的总效应依次为: 学生因素 (β ＝０ ７４)
>教师因素 (β ＝０ ３９) >环境因素 (β ＝０ ０３)ꎮ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环境因素、 教师因素和学生因

素对大学生线上学习自我调节能力的影响及其路

径ꎬ 得出以下结论:
１ 环境因素、 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与大学生

线上学习自我调节能力的相关性情况ꎮ 环境因素、
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对自我调节能力具有正向影

响作用ꎬ 并且通过标准化影响效应分析可以获知ꎬ
影响自我调节能力的总效应依次为: 学生因素 >
教师因素 >环境因素ꎮ 说明在大学生线上学习中ꎬ
学生自身因素是影响自我调节能力最大的影响因

子ꎬ 同时教师对于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性

也比较突出ꎬ 而环境因素对于学生的自我调节能

力影响较为微弱ꎮ
２ 各潜在变量与自我调节能力的相关性情况ꎮ

在本研究的模型中ꎬ 所有观测变量皆与自我调节

能力呈正相关ꎮ 其中ꎬ 在环境因素上ꎬ 学校支持

与自我调节能力的相关性最强ꎻ 在教师因素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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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投入与自我调节能力的相关性最强ꎬ
高于教学效果和教学模式ꎻ 在学生因素上ꎬ 与自

我调节能力相关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支持、 工

具熟悉度、 学习满意度、 学习效果和学习经验ꎮ
以上结论充分验证了本研究关于环境因素、

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对于大学生线上学习自我调

节能力存在正向影响作用的研究假设ꎮ
(二) 对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讨论ꎬ 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建议:
１ 重点关注自我调节能力弱的学生ꎬ 提升学

生线上学习自我调节能力

本研究发现目前线上教学中对于大学生自我

调节能力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于学生自身的因素ꎮ
从长远来看ꎬ 这可能会加剧线上教学中学生群体

的分化ꎬ 使得自主能力更强、 学习习惯更好的学

生在线上学习中的表现更好ꎬ 学习效果更佳ꎬ 从

而拉开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差距ꎬ 造成自我调节能

力更强的学生只需要花费 ２０％ 的时间就能够获得

８０％的学习效果ꎬ 而自我调节能力弱的学生花费

８０％的时间只能获得 ２０％ 学习效果的 “二八现

象”ꎮ 这一点在未来线上教学的普及化或是代替传

统教学成为主流教学模式的过程中ꎬ 可能会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ꎬ 这是需要决策者重点考虑的

因素ꎮ
在学生因素中ꎬ “家庭支持” 是其中占据最大

影响因子的变量ꎮ 一方面ꎬ 在数据分析中发现

“家庭支持” 对于大学生线上学具有重要影响ꎻ 另

一方面ꎬ 在文本分析中也发现ꎬ 在线上学习中仍

有一部分学生存在学习空间、 终端设备缺失等问

题ꎮ 如有学生表示 “不是所有人家里网络都很好ꎬ
不是所有人手机都不卡ꎬ 不是所有学生家庭条件

都很好ꎬ 想要线上教学行得通ꎬ 应该给每位学生

配备良好的学习设备”ꎮ 因此ꎬ 在未来线上教学的

规划中ꎬ 应要考虑 “设备困难” 家庭的学生情况ꎬ
提供相关补助并做好线上教学平台和工具的方法

培训ꎬ 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满意度ꎬ 形成良性循

环ꎬ 促进大学生线上学习的自我调节ꎬ 不让 “设
备困难” 家庭的学生在线上学习中 “心有余而力

不足”ꎬ 导致学习效果的下降ꎮ 在这个过程中也遵

从齐默尔曼提出的三阶段模型ꎬ 形成一个闭合回

路ꎬ 从中不断获得正向推动动力ꎬ 进而使自我调

节能力能够持续发展并巩固提高ꎮ
２ 突出课程内容重点ꎬ 并有的放矢地引导学

生进行自我调节

本研究发现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对于线上学

习中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影响存在较大差距ꎮ
这说明ꎬ 线上学习中教师教学并未达到 “理想”
中的教学效果ꎬ 或是线上教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教师对于学生的积极引导作用ꎬ 不能有效引导学

生进行自我调节ꎮ 教师是未来教育教学改革的主

导者ꎬ 线上学习中要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节ꎬ
需要教师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ꎮ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需要每一位教师改变旧路

径依赖ꎬ 积极适应新教学模式ꎮ 有学生认为 “部
分老师过分长篇大论而又重点模糊” “教师不了解

学生学习情况ꎬ 无法适时调整教学策略”ꎮ 正所谓

“师无常法”ꎬ 教师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ꎬ 应使用有

效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节ꎬ 并根据每

位学生的禀赋来分配不同的任务ꎬ 引导学生设定

具体的学习目标ꎬ 并明确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ꎮ
在课程与线上教学的契合性上ꎬ 教师还要综合考

虑所授课程的知识结构、 难易程度是否与线上教

学完全契合ꎬ 注意选取难度适当的学习任务ꎮ 网

络课堂讲授应突出重点ꎬ 有效利用课堂学习时间ꎬ
加大开放式讨论力度ꎬ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ꎬ 避免

学习时间过长让学生产生倦怠ꎬ 进而影响到学生

的自我调节学习[３１]ꎮ 在评价体系上ꎬ 应制定合理

有效的评价规则ꎬ 增强学生对学习成效进行自我

评价的意识ꎬ 适时地提醒学生进行自我监控ꎬ 督

促学生进行自我反思ꎬ 从而监控学习和增强学生

的学习动机ꎬ 让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上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ꎮ
３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升级ꎬ 营造

线上学习外部良好氛围

在线上教学中ꎬ 环境因素对于大学生的自我

调节能力的影响是较低的ꎬ 但仍有小部分中西部

地区和农村地区学生表示ꎬ 线上教学中出现了网

络不稳定、 卡顿等现象ꎬ 可以看出我国的网络基

础建设尚未全区域、 全覆盖、 全方位实现最优化ꎮ
这对于全面实施信息化、 智能化高等教育存在一

定的阻碍性ꎬ 是未来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ꎮ
不难预测ꎬ 未来是线上教学技术得到充分发

展的时代ꎮ 教育机构也越来越需要在教育技术应

用方面提高标准ꎬ 使其能够以同步或异步方式ꎬ
为更多学生提供灵活的学习体验[３２]ꎮ 在学校支持

上ꎬ 学校应提供更多的开放教育资源ꎬ 并明确在

线学习的行为规范与要求ꎬ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ꎬ

０７



　
郭玉婷ꎬ 等: 大学生线上学习自我调节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增大休息间隔、 强化体育锻炼等方式ꎬ 最大

限度地保护学生身心健康[３３]ꎮ 在硬件设施上ꎬ 学

校内部应加大带宽ꎬ 构建良好的外部网络环境ꎬ
重点关注校内线上教学平台的升级和建设ꎬ 利用

信息化手段ꎬ 为学习者、 教师提供学习交互、 教

学支持、 资源共享等服务ꎬ 不断增强学习者的线

上学习体验ꎬ 促进其进行自我调节ꎮ 在外部环境

中ꎬ 对于教育信息化建设、 应用基础较弱的地区ꎬ
应持续推进东中西部 “三通两平台” 的落实ꎬ 统

筹各方资源ꎬ 加强中西部网络基础建设ꎬ 全力补

齐硬件设施上的短板ꎬ 为线上学习打下良好设施

基础ꎮ
(谢作栩教授和吴凡助理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

了精心指导ꎬ 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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