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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ＳＰＯＣ学习态度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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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某省属师范大学２０１５级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从

在线学习管理、课堂教学、在线交互、学习灵活性和技术五个维度对大 学 生ＳＰＯＣ学 习 态 度 进 行 调 查 分

析，发现大学生ＳＰＯＣ学习态度整体状况良好。其中，技术维度得分最高，但对在线学习管理的信心相对

不足；学习者 对 课 堂 教 学 的 依 赖 性 越 强，对 在 线 学 习 的 态 度 就 越 消 极。根 据 研 究 结 果，建 议 在 大 学 生

ＳＰＯＣ教学设计过程中着重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ＳＰＯＣ学习观、为大学生线上学习创建良好的情感学习

氛围以及帮助大学生不断提升ＳＰＯＣ在线学习管理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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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逐 步 兴 起 的 大 规 模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以 下 简 称 ＭＯＯＣ）

作为远程教育领域中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种新

型在线教育方式，在高校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成

为大学生一种常见的在线学习方式。但 ＭＯＯＣ在

网络学习中面 临 诸 多 问 题，如 高 昂 的 课 程 开 发 成

本、单一的教学模式、师生交互不足、辍学率高以

及在线教学 管 理 工 作 量 大 等 ［１］，其 有 效 性 也 受 到

一些学者的质疑。针对这些问题，来自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阿曼多·福克斯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Ｆｏｘ）教授

首次 提 出 了 一 种 小 规 模 的 私 有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以 下 简 称ＳＰＯＣ）

概念，［２］旨在 将 ＭＯＯＣ和 传 统 的 课 堂 教 学 有 机 结

合，既发挥 ＭＯＯＣ优质电子教程和跨时空 灵 活 学

习的作用，又突出传统课程教学面对面的师生互动

优势，实现对教学流程的重新建构。目前，国内已

有的研究主要是从ＳＰＯＣ的概念内涵、教学流程及

教学模 式 等 视 角 对 如 何 提 高 学 习 质 量 进 行 探 索。

如，吕 静 静 指 出 相 对 于 电 大 混 合 式 教 学 而 言，

ＳＰＯＣ在 网 状 联 盟 构 建、教 师 角 色 转 变、岗 位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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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翻转 课 堂 应 用、大 数 据 分 析 等 方 面 具 备 新 内

涵；［３］贺斌等提出以质量为导向的ＳＰＯＣ教 学 流 程

创新；［４］同时，越来越多的 高 校 教 师 运 用ＳＰＯＣ对

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实践，如翻转 课 堂、

混合式教学等，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５］

然而，当前针对ＳＰＯＣ的教学设计与教学模型

侧重于学习的认知要素，较少对ＳＰＯＣ学习态度的

影响因 素 进 行 实 证 研 究。实 际 上，在 教 学 设 计 领

域，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

究结合ＳＰＯＣ的特点，在借鉴国外相关评估量表的

基础上，调查研究大学生对ＳＰＯＣ的学习态度，以

期进一步优化ＳＰＯＣ课程的教学设计，提升学习者

的学习支持服务质量。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方法

（一）研究维度

诸多学者对混合式学习设计与实施的因素进行

深入研 究。莫 塞 柳 斯 （Ｍｏｚｅｌｉｕｓ）从１５篇 高 被 引

的混合式学习文献中提取出５０个实施混合式学习

要素，将它们归纳为技术、合作与社会存在、同步

与异步交互、多途径灵活性 学 习 等 关 键 因 素。［６］伯

伦斯 （Ｂｏｅｌｅｎｓ）等人对１２篇具有代表性的混合式

学习文献分析 得 出，在 线 学 习 面 临 如 何 融 合 灵 活

性、激发学习互动、帮助学习者调控自身学习过程

及培养情感学习氛围４项关键挑战。［７］阿－布 赛 义

迪 （Ａｌ－Ｂｕｓａｉｄｉ）认 为 学 习 者 的 计 算 机 焦 虑、技

术预备知识及个人创新是影响其开展混合式学习的

关键因素。［８］基 于 上 述 分 析，笔 者 归 纳 得 出ＳＰＯＣ
学习的５个 关 键 因 素，即 在 线 学 习 管 理、课 堂 教

学、在线交互、学习灵活性和技术，并将它们作为

构建ＳＰＯＣ学习态度预设框架的五个维度，按照学

习者对每个维度所持的认同度、意向、责任意识及

应对反应 等，借 鉴 唐 （Ｔａｎｇ）和 周 （ｃｈａｗ）的 混

合式学习态 度 量 表 初 步 设 计 每 个 维 度 对 应 的 评 测

项［９］，制订了ＳＰＯＣ学习态度评测量表，包括五个

维度和２７个评测项。

（二）问卷编制与试测

问卷主要包含上述五个 维 度２７个 评 测 项，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五 级 评 分 法 （从 “非 常 不 同 意”到 “非

常同意”分别记为１～５分）设 计 问 卷 初 稿，首 先

选取３０名大学生进行初次试测，规定受试者 对 每

个评测项目按照认同程度作出判断，判断的等级分

为五 个 等 级，即 非 常 不 同 意、不 同 意、一 般、同

意、非常同意。在试测过程中，广泛听取受试者的

相关建议，对问卷的设计架构、评测项目顺序、语

句晦涩或易混淆的项目进行修订，最终完成问卷的

编制，然后对受试者进行第二次测试。经检验，总

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９４５，间隔２周后对受

试者进行重测，重测信度为０．９３６，说明该调查问

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三）研究对象与实施方法

问卷调查时间 为２０１６年９月，调 查 对 象 为 某

师范大学２０１５级全日制本科生，此时 他 们 刚 进 入

大二，即将开始ＳＰＯＣ课 程 《现 代 教 育 技 术 应 用》

的学习，且大部分受访者在大一已经选修了学校开

设的尔雅通识课程，有一定的网络学习经验。根据

专业和性别进行抽样，按文科、理科和艺体三大类

别选择２０１５级６个专业的２７８名 学 生，这 些 学 生

大部分未参加过ＳＰＯＣ课程的学习。本研究共发放

问卷２７８份，回收问卷２６６份，回收率为９５．７％；

有效问卷２３５份，有效率达８８．４％。

二、结果与讨论

（一）对ＳＰＯＣ学习态度不同维度的探索 性 因

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是一项用来找出多元观测变

量的本质结构并进行降维的处理技术，旨在通过各

种因素检查评测项目，确定在特定因子上强烈加载

的项目，以提取公共因子。最常见的公因子提取方

法是主成分分析法。

首先，对大学生ＳＰＯＣ学 习 态 度 量 表 的２７个

评测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评测项与所属项

目的相关系数均在０．３１２～０．７８９之间，且Ｐ值均

小于０．０１，表 明 大 学 生ＳＰＯＣ学 习 态 度 量 表 具 有

较好的项目区分度。

其次，进一步对评测项进 行 探 索 性 因 子 分 析，

结果显示ＫＭＯ值为０．８５３，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达

到统计学 意 义 （Ｐ＝０．０００），说 明 存 在 因 子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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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行因子分析。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２７个 评

测项提取公因子，保留特征值大于１的公因子，提

取在线学习管理、课堂教学、在线交互、学习灵活

性、技 术５个 公 因 子，其 特 征 值 分 别 为５．２９８、

３．２４２、１．９０３、１．６４５、１．３０８。经方差最大正交旋

转并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重新排序和化简，得到各

评测项因子负荷值，所有因子的评测项负载均大于

０．５０，且基本都向对应的各个公因子聚集，进一步

验证了大学生ＳＰＯＣ学习态度评测量表的合理性。

（二）对大学生ＳＰＯＣ学习态度不同维度 的 描

述性分析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将各评测项的得分

均值作为比较和分析ＳＰＯＣ学习态度各维度差异的

主要依据。按 照Ｌｉｋｅｒｔ评 分 方 法，从 “非 常 不 同

意”到 “非常同意”分 别 记 为１～５分，平 均 值 为

３．０分。若某评测项的得分 均 值 大 于３．０，则 学 习

者对该评测项的态度趋于正面，且数值越高，态度

越积极；反之，则趋于负面。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

计分析得出 五 个 维 度 及２７个 评 测 项 的 得 分 均 值，

结果显示，学习者ＳＰＯＣ学习态度五个维度的均值

都高于３．０分。其 中，学 习 者 技 术 方 面 均 值 最 高

（４．２５分），在 线 学 习 管 理 方 面 均 值 相 对 较 低

（３．６１分）。实 证 分 析 显 示，大 学 生ＳＰＯＣ学 习 态

度在 五 个 维 度 和 对 应 测 评 项 都 存 在 比 较 明 显 的

差异。

第一，在线学习管理方面。虽然大部分受访者

赞同通过线上学习可以帮助其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

学习过程，提升学习者的责任感和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动力。但相对其他维度而言，学习者对在线学习

管理维度的整体认同度不高，其子项目得分均值差

异较大，主要表现在整个学习进程中大学生对 “我

能够耐心 反 复 地 坚 持 线 上 学 习”的 自 我 评 价 不 高

（３．０５分）。尤 其 需 要 重 点 注 意 的 是 “线 上 学 习 时

我可以更好地安排好我的时间”（３．１２分）、“在网

络环境下 我 一 般 不 会 错 过 做 作 业 的 时 间” （３．１６
分）等得分均值都偏低，说明大学生对学习时间管

理的信心不足，这也是教师需要重点关注并努力解

决的问题。通过对大学生的进一步访谈发现，许多

大学生认为 “自己把握学习进度和教学重难点比较

难”“本学期要学习的课程多，学业繁重，抽不出

足够时间进行线上学习” “自主安排时间进行线上

学习比较困难”，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第二，课堂教学方面。课堂教学维度的总体平

均值 为３．９５分，具 有 可 接 受 的 标 准 差。特 别 是

“我发现通过和别的同学面对面地合作学习更有效”

“通过教师指导下的 课 堂 教 学 活 动，我 可 以 学 得 更

好”“当有人面对面地对我个人指导时，我可以学

得更好”等３个 评 测 项 的 均 值 分 别 为４．０４、４．０２
和４．１１分。可见，尽 管 大 学 生 对 学 习 灵 活 性、在

线交互等有较高认同，但他们仍然对课堂学习存在

较强依赖性。进一步将课堂教学维度与其他维度分

别做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发现，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

管理、在线交互、学习灵活性、技术等均成负相关

（见表１），且差异显著 （Ｐ＜０．０１），表明学习者线

下课堂学习态 度 越 积 极，对 线 上 学 习 方 式 就 越 排

斥。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的支持。［１０］

表１　课堂教学与ＳＰＯＣ学习态度其他维度的

相关分析

维度
在线学

习管理

在线

交互

学习

灵活性
技术

课堂教学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７＊＊ －０．４１９＊＊ －０．３２９＊＊

　　注：＊＊表示在１％水平 （双侧）上显著相关。

第三，在线交互方面。实证分析发现，在线交

互的总均值为３．９７分，具有 可 接 受 的 标 准 差。大

部分学习者 认 同 在 线 交 互 可 以 促 进 讨 论 和 分 享 意

见，有效激发学习动机和提高学习自信。同时，学

习者高度认同 “在在线学习环境中学习，我觉得比

较孤独”，均值达到４．１４分，说明学习者对在线交

互的认同主要反映在认知学习上。

第四，学习灵活性方面。实证分析发现，学习

者基本认同在访问学习材料、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

的管理等方面应具有灵活选择，相应评测项的均值

都高于３．９０分。其中， “我希望能无限制地访问学

习材料”认同度最高，均值达到４．１８分，说明学习

者希望根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实现对学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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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灵活选择。同时，学习者也希望在学习时间和

学习地点的安排上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第五，技术方面。技术维度所有评测项的均值

都高于４．１５分，且标准差较 低，说 明 学 习 者 对 技

术在学习中的作用有较高认同度，并对学习中应具

备的技术应用能力有较强自信心。大部分学习者认

为，使 用 平 板 电 脑、智 能 手 机、笔 记 本 电 脑 和

ＭＯＯＣ等设备或 技 术 是 使 学 习 更 有 趣 和 更 有 吸 引

力的另一种选择。可见，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

普及使网络学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学

习方式。特别是随着 ＭＯＯＣ兴起，免 费 优 质 网 络

教育资源越来越容易获取，大学生利用平板 电 脑、

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开展非正式学习也日趋普遍，

这些都为大学生获取技术应用技能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大学生ＳＰＯＣ学习态度的描述性分析发

现，大学生整体的ＳＰＯＣ学习态度良好。其中，技术

维度得分最高，但对在线学习管理的信心相对不足，

主要表现为：对ＳＰＯＣ学习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认

识不足，对在线学习时间管理的信心不够。学习者对

课堂教学的依赖性越强，对在线学习的态度就越消

极，即相对于在线学习而言，部分学习者更喜欢在传

统课堂上面对面地和教师或同学进行交流。

（二）建议

第一，帮助大学生树 立 正 确 的ＳＰＯＣ学 习 观。

大学生的ＳＰＯＣ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其学习意愿和学

习效果。ＳＰＯＣ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要求学

习者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事实上大部分学习

者对ＳＰＯＣ学习所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认识不足，

对在 线 学 习 时 间 管 理 的 信 心 不 足。这 种 消 极 的

ＳＰＯＣ学习观与ＳＰＯＣ学习内在要求之间产生的心

理反 差 可 能 使 学 习 者 产 生 畏 难 情 绪，从 而 导 致

ＳＰＯＣ学 习 动 力 不 足。因 此，教 学 管 理 者 应 在

ＳＰＯＣ课程 学 习 初 期 帮 助 学 习 者 了 解 灵 活 多 样 的

ＳＰＯＣ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客观认识ＳＰＯＣ学习

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协调好线上与线下学习的

时间，找 到 切 合 自 身 特 点 的 学 习 方 法，以 形 成 积

极、正确的ＳＰＯＣ学习观。

第二，为大学生的线上学习创建良好的情感学

习氛围。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的依赖性越强，对在线

学习的态度越消极。而ＳＰＯＣ学习中的大部分课程

内容是通过线上学习来完成。这可能导致部分学生

无法适 应 全 新 的ＳＰＯＣ学 习 模 式。研 究 发 现，在

ＭＯＯＣ交互式在线 学 习 活 动 （如 视 频 讲 座、在 线

测验、在线游戏、在线小组讨论等）的协助下，合

作学习程度 越 高 的 学 习 者 感 受 到 的 社 会 存 在 感 越

高，情感支持是减少学生线上学习孤独感的重要因

素。［１１］因此，学校和教师应该在加强软硬件设备支

持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师生线上线下沟通 机 制，

创建良好的社会情感交互氛围。

第三，帮助大学生不断提升ＳＰＯＣ在线学习管

理能力。大二学生在校学业繁重，需要学习的课程

较多，在线学习管理能力经受多重考验。学习者对

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管理的认识不足会影响学习积

极性和学习兴趣。因此，在ＳＰＯＣ学习过程中，教

师应与学生保持畅通的交流渠道，扮演好协 助 者、

促进者和答疑者等角色，为学习者的在线学习管理

提供必要的引导和支持，不断唤起学习者对ＳＰＯＣ
学习的责任意识，提升其在线学习 管 理 能 力。如，

教师利用 学 习 平 台 为 学 生 提 供ＳＰＯＣ课 程 学 习 指

南，建立常见问题答疑数据库；通过定期会面或在

线交流等方式鼓励和协助学生自主制订阶段性学习

目标和学习计划，引导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节奏，提

高自我评价和自我监控的能力。

文章通过五个维度研究了大学生ＳＰＯＣ学习态

度，以期进一步了解学习者ＳＰＯＣ学习的动机及效

果。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条件有限，仅将大

学全日制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可以

扩大至其他年级甚至是远程学习者，这些组别的学

习者ＳＰＯＣ学习态度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下

一步研究应扩大样本研究的范围，选定一些典型的

特定群体，如按照性别、学科、年级和生源所在地

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群体分组并进行对比研究，以

进一步探讨不同学习阶段不同群体学习者的ＳＰＯＣ
学习态度，为后续广泛开展ＳＰＯＣ有效学习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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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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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１页）　人才培养质量，除了要加强与政

府、企业的协 同，还 要 中 职 学 校 的 大 力 支 持。目

前，虽有不少高校已注意到，要加强与中职教育之

间的衔接贯通，但这种努力尚处于起步阶段，距离

“无缝衔接”的要求 还 有 差 距。所 以 承 担 对 口 单 招

工作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与中职学校的沟通交流，

使高校更充分地了解对口单招生的特点，也使中职

学校更好地了解高校对入学新生在基本素质和学风

等方面的基准要求。这样，一方面能促进中职学校

结合高校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基准要求，对现行的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做出适度调整，切切实实在

提高中职教育质量上下功夫，从而全面提高对口单

招生生源的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口单招承担

高校更好地针对对口单招生的学习基础和个性特质

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措施。促进普通高校对口单

招人才培养 与 中 职 教 育 之 间 的 紧 密 衔 接 和 全 面 贯

通，从而逐步确立起一种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协同育人培养模式。

随着国家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力度不

断加大，技术技 能 型 人 才 的 培 养 工 作 越 来 越 受 重

视。承担对口单招工作的本科院校具有培养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先天优势和丰富的培养经验，应强化协

同育人理念，高度重视对口单招生的培养工作，根

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行业企业发展趋势，主

动开展校政企多元合作，集聚优质教学资源，增强

人才培养的契合度，培养出真正符合企业行业需求

的高素质对口单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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