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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模型及实证研究
徐超毅ꎬ张　 波

(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１)

摘　 要: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是衡量新时代下大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标准ꎬ因此对影响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

培育的因素进行研究ꎮ 通过理论演绎和实际调研ꎬ从学习者、教育者、线上课程和学习环境等 ４ 个维度出发提出大学生线上自

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模型ꎬ运用 ＳＰＳＳ 和 ＡＭＯＳ 等工具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ꎮ 结果表明:影响大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能力培育的因素权重排序为学习者>教学者>线上课程>学习环境ꎬ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ꎬ而且学习环境

对学习者、教学者和线上课程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ꎮ 相关数据分析结果为科学培育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了一种

思路和方向ꎮ
关键词:大学生ꎻ线上ꎻ自主学习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９８￣０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ｌ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ＸＵ ＣｈａｏｙｉꎬＺＨＡＮＧ Ｂ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ＨｕａｉｎａｎꎬＡｎｈｕｉ ２３２００１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ｉｌ￣
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ｒｓꎬ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ꎬ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ＰＳ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ꎬ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ｎ￣
ｌｉｎ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ｏｎｌｉｎｅꎻ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ꎻ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０ 引言

近年来ꎬ随着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快速普及

和应用ꎬ许多优质的在线课程资源如线上精品课

程、慕课等雨后春笋般不断推陈出新ꎮ 人们可以通

过线上平台自主进行课程的学习和知识的获取ꎬ特
别是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更是加快了这

种节奏ꎮ 针对高校大学生的学习而言ꎬ在疫情时

期ꎬ教育部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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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关文件ꎮ 文件中提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

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ꎬ积极开

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ꎬ保证疫情

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ꎮ 相关调查发现ꎬ大
多数大学生虽然对于线上学习都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和热情ꎬ但是学习的效果往往不尽人意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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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通过线上进行自主学习是未来大学生学习的一

种趋势ꎮ 但是ꎬ线上学习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线下老

师面对面授课进行学习ꎬ因此ꎬ如何培育大学生的

线上自主学习能力ꎬ制约其线上自主学习能力的因

素有哪些ꎬ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１ 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模
型构建

１.１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关于影响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的因

素ꎬ国内外一些学者和专家也提出了不少观点和建

议ꎮ ＭｃＣｏｍｂｓ[１]认为影响自主学习的因素包括学习

目标的设置、计划和策略的选择、行为的执行和评

价ꎬ主要强调强调自身能力的自我概念、自我意象

和自我价值等内部因素对自主学习的影响ꎮ Ｚｉｍ￣
ｍｅｒｍａｎ[２]将自主学习过程分成任务界定、目标设置

和计划、策略执行和元认知调节等 ４ 个阶段ꎬ并提出

了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ꎮ 庞维国[３] 先生基于理论

视角从内在角度(元认知、学习动机、学习策略、意
志控制)和外在角度(他人给予的引导、监督及调

节)２ 个方面阐述影响自主学习的因素ꎬ并且他认为

自主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能力ꎬ更是一种习惯、品质

和意志ꎮ 朱超才等[４] 基于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

的调查分析ꎬ从教师信念与行为、学生本位的教学

设计、教学共享平台、考核评价体系 ４ 个维度探讨培

育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ꎮ 周金芝等[５]

通过问卷调查对线上教学如何提升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进行探讨ꎬ分析影响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因

素ꎬ包括自我效能感、学习策略、心理和情感、独立

个性、学业时间管理、社会环境等ꎮ 谢晓颖等[６] 也

利用调查问卷对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的情况进行

实证分析ꎬ从自身因素(目标设定、学习动机、学习

态度、学习归因、性格、学习策略)、学校因素(学风、
高校教材建设、任课老师影响、同学影响)、社会因

素和网络因素 ４ 个方面研究其对自主学习的影响ꎮ
通过对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影响自主学习的

因素总结ꎬ并结合大学生线上学习的特殊环境ꎬ本
研究将影响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的因素

概括为学习者、教育者、线上课程和学习环境 ４ 个维

度ꎬ而每个维度又包含一些详细的因素指标ꎬ具体

如表 １ 所示ꎮ
１.２ 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在构建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的基础上ꎬ依据结构方程模型有关理

论ꎬ笔者构建了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

表 １　 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线上自主学
习能力培育
影响因素指
标指数
(Ａ０)

学习者(Ａ１)

教学者(Ａ２)

线上课程(Ａ３)

学习环境(Ａ４)

学习动机(Ｘ１)

学习态度(Ｘ２)

学习策略(Ｘ３)

个性特征(Ｘ４)

教学理念(Ｘ５)

教学风格(Ｘ６)

教学设计(Ｘ７)

教学能力(Ｘ８)

内容组织(Ｘ９)

信息呈现(Ｘ１０)

交互方法(Ｘ１１)

学习平台(Ｘ１２)

网络性能(Ｘ１３)

学生学风(Ｘ１４)

学习支持(Ｘ１５)

因素模型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在模型中ꎬ模型指标序号代

表指标与表 １ 评价指标体系一致ꎮ 从图 １ 可以看

出ꎬ学习者(Ａ１)、教学者(Ａ２)、线上课程(Ａ３)、学习

环境(Ａ４)４ 个二级指标作为一级指标整体影响指数

(Ａ０)的潜变量ꎮ 而相应的二级指标又由学习动机

(Ｘ１)到学习支持(Ｘ１５)等 １５ 个三级指标作为显变

量ꎬ共同构成了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

因素模型ꎮ 同时ꎬ在该模型中学习环境(Ａ４)对学习

者(Ａ１)、教学者(Ａ２)和线上课程(Ａ３)产生一定的

影响ꎮ

图 １　 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模型　

２ 实证研究

２.１ 数据来源及问卷

笔者以安徽省 ５ 所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通

９９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过问卷星利用线上调查的方式对前面构建的大学

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模型进行检验ꎮ
将指标体系中的显变量指标转化为调查问卷中的

问题ꎬ利用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ꎬ得到显变量的数

值ꎮ 本调查问卷是基于国内外成熟量表ꎬ并根据本

研究的实际情况ꎬ经过在一定程度的预调研对测量

量表稍做修正形成最终问卷ꎮ 在设计调查问卷的

问题时ꎬ采用 ５ 等级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量表ꎬ１ 表示完

全不同意ꎬ２ 表示不同意ꎬ３ 表示不同意也不反对ꎬ４
表示同意ꎬ５ 表示完全同意ꎮ 分值越高ꎬ则表示调查

者对该题项的同意程度越高ꎮ
在相关高校部门和人员的协助下ꎬ本次电子问

卷调查历经 ６ 个月ꎬ共发放 ８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６９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７.１％ꎮ
２.２ 数据质量分析

２.２.１ 问卷信度检验

信度也就是可靠性ꎬ本文是指大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评价指标数据的可靠程度ꎮ
本调查采用克伦巴赫(Ｌ.Ｊ.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α)信度

系数进行信度分析ꎬ使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进行计算ꎬ问卷

调查总量表信度及分量表信度系数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问卷标准化信度分析表

潜变量 指数数量 α 信度系数

学习者(Ａ１) ４ ０.８５１

教学者(Ａ２) ４ ０.９０２

线上课程(Ａ３) ３ ０.８２９

学习环境(Ａ４) ４ ０.８７７

整体影响(Ａ０) １５ ０.９１２

　 　 一般来说ꎬα 系数为 ０~１ 时ꎬα 值越大表示数据

内部一致性可信度越高ꎮ 根据大多数学者和专家

的观点[６－７]ꎬα>０.８ 表示内部一致性极好ꎻα 为 ０.７ ~
０.８ 时表示较好ꎬ０.７ 为最小可接受值ꎮ 从表 ２ 可以

看出ꎬ各潜变量的 α 系数为 ０.８２９ ~ ０.９１２ꎮ 由此可

以说明ꎬ本次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ꎮ
２.２.２ 问卷效度检验

效度即有效性ꎬ指所测量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

察内容的程度ꎬ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ꎬ
则效度越高ꎻ反之ꎬ则效度越低ꎮ 在结构效度方面ꎬ
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

行检验ꎮ 将数据调入 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ꎬ
得到问卷调查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主成分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及评价指标因子负荷ꎬ如表 ３~４ 所示ꎮ
表 ３　 影响因素模型第一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潜变量 第一主成分特征值　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 ％

学习者(Ａ１)　 ４.７３３ ７５.６６１

教学者(Ａ２)　 ４.５０１ ８３.５３５

线上课程(Ａ３) ４.２７８ ８１.９４８

学习环境(Ａ４) ３.９５９ ７９.７２７

整体影响(Ａ０) ３０.１７４ ７８.５５４

表 ４　 影响因素模型显变量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显变量指标 因子载荷 显变量指标 因子载荷

Ｘ１ ０.８８３ Ｘ９ ０.７５２

Ｘ２ ０.９２２ Ｘ１０ ０.９３４

Ｘ３ ０.８３７ Ｘ１１ ０.９５５

Ｘ４ ０.７３５ Ｘ１２ ０.７８４

Ｘ５ ０.８０７ Ｘ１３ ０.８６１

Ｘ６ ０.７７９ Ｘ１４ ０.８７４

Ｘ７ ０.８８９ Ｘ１５ ０.８３１

Ｘ８ ０.９１６

　 　 根据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的观点[７－８]ꎬ因子负荷

大于 ０.７ꎬ表明模型具备了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ꎮ 从

表 ３~４ 可以看出ꎬ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第一主成分的

特征值均大于 １ꎬ方差贡献率均大于 ０.７ꎬ各评价指

标的因子负荷均大于 ０.７ꎬ绝大部分都在 ０.８ 以上ꎬ
表明因子对变异量的解释程度比较高ꎬ证明各分量

表的结构效度比较高ꎬ问卷中设置的测评指标的影

响是显著的ꎮ
２.３ 模型修正与应用

２.３.１ 模型拟合检验

模型的拟合检验主要是通过拟合指标的参数

来验证理论模型是否符合标准ꎮ 在对本文的模型

进行检验时ꎬ笔者采用 ＡＭＯＳ２４.０ 软件对模型进行

拟合修正ꎬ有关的拟合评价指标及其参数值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影响因素模型拟合指标参数

拟合指标 ＣＦＩ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ＲＭＲ

参数值 ０.９２４ ０.９１３ ０.８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６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拟合指标 ＣＦＩ 值大于 ０.９０ꎬ
ＧＦＩ 和 ＡＧＦＩ 值都大于 ０.８５ꎬＲＭＳＥＡ 和 ＲＭＲ 值都小

于 ０.０８ꎬ由此可以推出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ꎬ问卷

和模型具有很好的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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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模型应用

将问卷调研得到的有关数据输入 ＡＭＯＳ２４.０
软件ꎬ通过拟合修正后的模型进行运算ꎬ得到影响

因素模型的各级指标间的路径关系系数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影响因素模型路径系数

由图 ２ 可知ꎬ影响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能力培

育的因素权重排序为学习者(Ａ１) >教学者(Ａ２) >线
上课程(Ａ３) >学习环境(Ａ４)ꎬ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

并不是特别明显ꎬ而且学习环境对学习者、教学者

和线上课程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ꎮ 另外ꎬ就学习

者而言ꎬ其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对大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ꎮ 大学生要

有正确的自我认识和目标导向ꎬ合理设置近期目标

和中远期目标ꎬ在不断的目标实现中激发更强的学

习动力ꎮ 就教育者来说ꎬ教师要有与时俱进的教学

理念ꎬ摒弃传统的“以教代学”观念ꎬ以教促学培养

和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动力和意识ꎻ同时教师要建

立平等、活跃、民主的课堂氛围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活动ꎬ合理设置和安排课堂教学内容及有关知

识模块ꎬ让学生能够轻松积极主动地完成课程的学

习ꎮ 就线上课程本身而言ꎬ课程内容组织要模块

化、碎片化ꎻ知识呈现不只是传统文字表述ꎬ应采用

图片、音频和视频等手段多样化呈现ꎬ这样更能吸

引学生自主学习ꎻ同时要突出交互设计ꎬ利用课前

签到、课中随机选人、问题抢答和主题论坛等方式

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ꎬ这样教学效果会更加良

好ꎮ 就学习环境而言ꎬ学习平台的建设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ꎬ应该不断进行二次开发ꎬ完善平台功能以

满足学习者的需求ꎻ高校应加大网络资源建设投

入ꎬ提高校园网络带宽ꎬ保障网络通畅以满足学习

者正常访问学习平台ꎻ为提高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效

果ꎬ学校要营造良好的线上学习氛围和校园文化精

神ꎬ使学习者拥有积极、拼搏、好学、乐助和不断向

上的目标追求ꎻ同时高校应建立网络课堂教学和学

习考评体系ꎬ对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进行有效的监

管和评价ꎬ以更好地促进教师网络教学和学生线上

自主学习ꎮ

３ 结论

通过以上的探讨和分析可知ꎬ影响大学生线上

自主学习能力培育的因素繁多且各因素间也相互

影响和制约ꎮ 因此ꎬ要想科学培育大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能力ꎬ首先ꎬ作为学习者ꎬ大学生要有明确的学

习目标和端正的学习态度ꎻ其次ꎬ作为教育者ꎬ老师

应有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和扎实的教学能力ꎻ再
者ꎬ线上学习资源要能满足碎片化、移动化和交互

化等特征的新时代学习者的需求ꎻ最后ꎬ高校应加

大网络资源投入和校园学习文化建设ꎬ提供能保障

大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的学习氛围和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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