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Radio ＆ TV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No． 4，2020( Sum No． 195)

［收稿日期］2020 － 09 － 10
［作者简介］徐 航，女，国家开放大学人文教学部，讲师;任天淳，女，国家开放大学人文教学部，讲师;王 迎，女，国家开放大
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唐应山，男，国家开放大学人文教学部，教授。

在线学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以两门在线艺术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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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研究者对在线学习有效性的关注逐渐上升，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然而，当前对于在线学习有效性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对实践类课程，如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有效性研究开

展不够。研究采取了案例法，以国家开放大学的两门非学历在线艺术课程为案例进行了学习有效性影响因

素的研究。研究发现在线艺术课程学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学习者因素，包括学习者的特征，学习动机等内

容;课程设计，包括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时间设计等; 学习支持服务与学习社群的设计等;技术环境，包括课

程平台的易用性等。这四个因素共同影响了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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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在线教育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线学习的有效性也日益被提及。中国知网
( www． cnki． net) 上关于在线学习有效性文章 2007

年为 12 篇，2019 年则上升为 74 篇，这体现了对在
线学习有效性关注的上升。有研究者［1］对在线学
习和传统面授学习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线学习
能够取得与面授环境基本相同甚至更好的学习成
效。但是，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 MOOC ) 的
开展，在线学习的完成率却不尽如人意。哈佛大
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MOOC 的完成率仅为 10% 左
右［2］。而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者［3］

在分析一门传媒学慕课时，发现 5 千名学习者中

只有 5． 6%的人完成学习并获得证书。如何能保
证在线学习的有效性，什么因素在影响在线学习
的有效性? 这成为在线教育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
问题。

同时，尽管对在线教育的有效性研究近年来
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针对具体课程的有效性研
究仍存在局限。在关于网络学习有效性的文献研
究中，75%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学习类课程。对于
实践类课程的在线学习有效性研究相对较少，而
对在线艺术课程的研究更是极为稀少的。本研究
以国家开放大学的两门在线艺术课程为例，通过
分析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过程，对学习者进行调研
与访谈，探究了在线艺术课程中影响学习有效性
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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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发展现状述评

( 一) 远程艺术教育的发展现状

目前在线艺术类课程实践和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在线艺术类课程的实践探索数量较少，中国
教育部 2017 年认定了 490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其中艺术类课程仅有 14 门，占总数的
2. 8%。爱课程 (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运行课程
总数 1492 门，其中艺术类课程 75 门 ，占总数的
5%。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平台上共有
1126 门课程，艺术类课程 12 门，占总数 1%。“得
到”平台上共有 106 门课程，艺术类课程 1 门，占
总数不到 1%。课程实践探索的不足，使针对在线
艺术课程教育教学的研究数量较少。

2020 年 4 月，在中国知网上以关键词“在线艺
术教育”“在线艺术课程”搜索，共得到研究文献
110 篇，其中针对具体课程的研究仅 18 篇。除数
量较少以外，分析这些研究文章发现当前对在线
艺术教育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相关研究内

容大多为学科总体的模式研究［4 － 6］; 第二，在线艺

术课程的研究路径较为局限，多从历史发展和课

程类别特征分析入手［7 － 9］。仅有个别研究讨论了

在线艺术教育中的具体问题，如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研究者［10］对在线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多种论

坛工具的设计定位进行了分析，同济大学的研究

者［11］探讨了基于即时通讯工具的在线讨论平台在

艺术课程中的应用及其对艺术设计教育的影响。

这些研究对在线艺术课程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借
鉴，但是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具体的在线
艺术课程实践研究仍不充分。

在线艺术教育研究相对薄弱的现况可能是由
于艺术学科本身的特点造成的，也可能是艺术教
育者不重视在线教育研究的结果。艺术学习的过
程，是学习者通过艺术创作，吸收内在自我和外部

环境产生新的美学见解与知识的过程［12］。艺术学

习者在自我思考的同时，需要不断与外部环境交
流互动，主动建构知识，其学习成果则是通过艺术
实践来体现的。这些学科独有的特点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在线艺术教育的发展。在艺术教育者方
面，对在线教育的怀疑主要包括: 在线艺术教育的
评估方式、在线教学环境对艺术创作实践的阻碍、

在线环境对交流互动的阻碍［13］等方面。传统艺术

教育者对在线艺术课程有效性的质疑，体现了以
实践为主的艺术课程向在线环境迁移时所遇到的
困难。

综上，当前在线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在线艺
术教育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研究领域的发展基
础仍较为薄弱，发展状况较为缓慢。随着我国对
高等教育阶段艺术教育的重视，为了弥补各高校
对艺术类课程的需求量和实际各高校艺术课程开
设量之间的差距，在线艺术课程成为普及艺术教
育的重要手段。对在线艺术课程开展充分、深入
的教学研究将为在线艺术课程实践提供重要的指
导意义。因此，对当前的在线艺术课程实践案例
开展有效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二) 在线学习有效性的研究现状
对在线学习有效性的研究由来已久。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在线学习兴起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积
累，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2010 年

由斯坦福国际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者［1］在美国教

育部资助下对自 1996 年至 2008 年之间发表的上
千篇研究论文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筛选研究了其
中的 45 篇文章后，得出结论: 在线学习环境中学
习者的表现比传统课堂的学习者略好。由 Thomas
L·Russell创建的在线学习与传统学习的有效性
对比研究网站 http: / /www． nosignificantdifference．
org 上，22%的研究文章认为在线学习比传统面授
学习更为有效，70%的文章认为在线学习和传统
面授学习的有效性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有 7%左右
的文章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由此可见，大多数研
究者认为，在线学习可以取得与传统面授学习类
似甚至更优秀的学习效果，肯定了在线学习的有
效性。

在研究在线学习有效性的同时，很多学者与
研究机构对在线学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

讨。2003 年 Swan［14］提出基于电脑的远程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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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习的三个因素包括: 与内容的互动、与教师

的互动、与同学的互动。2015 年胡勇和赵凤梅［15］

在建立在线学习成效的理论分析模型过程中提出
在线学习有效性影响因素包括: 学生因素、教师因
素、课程因素、技术因素、环境因素和设计因素等

六方面。2017 年，Adobe 公司［16］提出在企业培训

中测定学习有效性的因素包括: 界面设计、课程导
航、课程内容结构、学习任务表现、课程整体体验
以及对课程设计元素的反馈。总体来说，这些研
究中，研究者从人的因素、技术因素和课程因素三
个方面出发，提出它们对在线学习有效性的影响。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都是从在线学习整体出发
所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实践类课
程的在线学习有效性研究数量较少，且研究结果

存在争议。有研究者［17］在研究混合式学习有效性

的关键影响因素时提出，需要实践操作和工具演
示类的学习内容在混合式学习中有效性较弱。有

的研究［18］认为，以同步学习活动为主的课程在传

统面授教育中效果更好，以异步学习活动为主的
课程在远程学习中有更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研

究者［19］在对具体的实践类课程进行比较研究时发

现，技能类学习在传统模式和在线模式中的学习
有效性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综上，当前对于在线学习有效性的研究数量
较多，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是对实践性较强的学
科和课程关注不足，且部分研究者对此类学科的
在线学习有效性有所怀疑。因此，对以实践操作
为主的在线艺术课程的有效性进行探讨，对于促
进在线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本研究希望重
点关注视觉艺术门类中的绘画课程的在线教学设
计和学习过程，并以国家开放大学的“中国传统山
水画”“向大师致敬—莫奈”等两门课程为研究案
例，对课程数据和学习者反馈信息等进行分析。

本研究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在线艺术
课程有效性的具体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法，以国

家开放大学 2018 年至 2019 年开办的两个在线艺
术课程“中国传统山水画”和“向大师致敬—莫奈”

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在线课程平台记录的学习行
为数据以及对学习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
量分析，同时对部分学习者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
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有效性
影响因素。

对于在线学习影响因素的评估指标，有研究
认为应包括:学习者学习成绩、学习者学习态度和

学习者对网络教育的满意程度［20］，在此基础上有

研究进一步提出衡量网络学习成效时应包含学习
者主观感受 ( 如学习满意度 ) 和学习者客观表现
( 如期末成绩) 两个指标［21］。本研究中的两门课

程因为属于非学历教育的在线艺术课程，且课程
完成方式为绘画作品，并没有最终考试，因此衡量
学习有效性时，评估指标包括: ( 1 ) 学习者满意度，
( 2 ) 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 3 ) 学习完成情况。其
中，学习者满意度为学习者主观感受，学习行为数
据和学习完成情况为学习者客观表现。

( 一) 问卷设计
针对主观性评估指标学习者满意度，本研究

参考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学习者调查问卷及课
程的实际情况，自主设计了包括 3 类 11 个题项的
《在线艺术课程课前调查问卷》和包括 6 类 31 个
题项的《在线艺术课程课后调查问卷》。问卷主要
针对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交互和技术偏好等
四部分内容进行调查。其中主观感受性问题采用
里克特量表 5 点计分法设计，同时包含对课程的
评价与建议等开放式问题。为保证问卷设计的有
效性，本研究对包含问卷初稿送专家审阅，得到意
见反馈后对问卷进行修改。

本研究使用方便性目的抽样的方法，通过移
动端的“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向课程学习者发布
问卷。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课程中，课前问卷于
2018 年 5 月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 467 份。课后
问卷于 2018 年 7 月发放，收回有效问卷 384 份。

在“向大师致敬—莫奈”课程中，课前问卷于 2019

年 3 月发放，收回有效问卷 104 份。课后问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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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发放，收回有效问卷 77 份。由于问卷
仅针对注册课程的学习者，且通过在线调查平台
过滤去除未完整作答或填写速度过快的无效问
卷，最终本研究收到的问卷填写质量较好，能够保
证有效性。通过对调查问卷中的基本信息部分进
行文本分析，发现两次课程调查样本的特征较为
一致，样本具有代表性。

课程所使用的最终问卷中涉及主观感受性问
题的量表部分，运用了克朗巴赫( Cronbach) α 系数
计算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问卷整体和各因子
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均大于 0． 8，表明该量表的信度
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水平。进一步对量表进行效度
分析，总体量表及各因子的 KMO值均大于 0． 7，且
Bartlett检验的 P ＜ 0． 001，表明该量表在本次调查
中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的量化数据采
用 SPSS17． 0 进行处理和分析。

( 二) 数据收集
针对客观性评估指标学习者行为数据和学习

完成情况，本研究中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学
习数据主要来源于在线课程移动端 App、PC 端
Moodle课程平台的后台统计数据。在课程的整个
学习过程中，平台一共记录了 9 万余条行为数据，

包括课程资源浏览数据、直播活动参与数据、基于
APP和 PC 端的课程讨论活动数据，作业提交数据
和课程学习成绩数据等。本研究通过对数据进行
分析对比，研究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与课程学习成
果之间的相关性，探索这些数据揭示的不同学习
行为与学习有效性之间的联系。

( 三) 访谈设计
在课程结束后，本研究针对两门课程的学习

者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学习者
对课程的整体感受。对“中国传统山水画”课程学
习者，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法，在每个虚拟教学班
级中从填写了调研问卷的学习者中抽取一人，对
共 8 名学习者进行了个别的远程访谈，访谈采用
微信语音和电话交流等形式，平均用时 35 分钟。

对“向大师致敬—莫奈”课程的学习者，本研究采
取了座谈会的形式，请自愿报名的学习者在国家
开放大学进行面对面集体访谈。座谈会于 2019

年 5 月举行，共两场，有 10 名学习者到场，座谈共
进行 140 分钟。对访谈内容，本研究采用文本分
析的方式进行了整理，得出的结论作为课程平台
学习数据分析、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的辅助和补充。

四、研究案例概况

本研究案例包括国家开放大学近期举办的两
个在线艺术课程，它们均为非学历培训课程，面向
零基础的艺术爱好者，提供绘画实践教学。

其中，“中国传统山水画”课程的教学内容主
要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欣赏与实践，课程教学目
标为: 通过 9 周学习，使零基础的学习者掌握传统
山水画的基本绘画技法并能够完成对一幅名家作
品的临摹。课程从 2018 年 5 月 7 日开课，至 2018

年 7 月 8 日结束，持续 65 天。共有 1286 名学习者
参与课程，997 人提交了作业，771 人取得结课证
书，学习完成率为 59． 9%。本在线课程由三部分
组成:基于移动端的课程 APP、基于 PC 端的课程
学习平台和课程微信群。
“向大师致敬—莫奈”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为

西方印象派油画的欣赏与实践，课程教学目标为:

通过 4 周的学习，使零基础的学习者掌握西方印
象派油画的基本绘画技法并完成一幅莫奈画作的
临摹。课程从 2019 年 4 月 1 日开课，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结束，持续 28 天。共有 109 名学习者参与
课程，84 人提交了作业，77 人取得结课证书，学习
完成率为 70． 6%。本在线课程有两部分内容组
成:基于微信的小程序“向大师致敬—莫奈”和微
信群。

( 一) 课程设计
两门课程的学习内容与学习活动设计基本相

同，具体内容见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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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习终端与学习内容设计 －中国传统山水画课程

中
国
传
统
山
水
画

学 习 端 定 位 内 容功 能

移动端
( App /微信
小程序)

主要学习端

5 分钟视频课程
讨论
直播课堂
作业提交
成绩排名
学习行为记录

适用于业余时间学习
清晰的讲授及示范
分类及共性问题解答
实现激励措施

移动端
( 微信 )

班级学习群
相互学习问答
10 秒小视频

解决协作学习和即时互动性
问题
个性问题示范及解答

PC端 次要学习端

5 分钟视频课程
论坛
学习行为记录
个人学习数据

数据统计分析
虚拟班级划分及管理

向
大
师
致
敬
︱
莫
奈

表 2 课程学习活动设计

学习计划

周一到周四

观看视频微课程

班级讨论

绘画练习

周五、周六
完成每周任务

班级讨论

周日

隔周周日

提交每周任务

主讲教师直播课堂

学科辅导 7 /24 异步论坛讨论; 每天 20: 00 － 22: 00 同步论坛答疑

备注
每个教学点配备一名教学组长

每个虚拟班级配备一名学科辅导教师和一名学生管理教师

( 二) 学习测评设计

本研究中两门课程的测评成绩由学习者绘画

实践和参与学习活动两部分构成。绘画实践部分

由学习者对自己完成的画作拍照上传，绘画作业

的评价由学科辅导教师依据统一的评分标准打

分，评价质量由课程主讲或特聘学科专家抽查。

“中国传统山水画”课程中学习者将作品上传至课

程 APP，“向大师致敬—莫奈”课程中，学习者将作

品上传至班级微信群。绘画实践和学习活动所占

比例在两门课程中不同，“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两

者成绩占比为 8 : 2，20%的学习活动成绩由平台记

录的登录、浏览视频和讨论合并计分。

“向大师致敬—莫奈”绘画实践与学习活动测

评占比为 7 : 3，在之前课程的基础上加强了学习行

为的分数比重，更多地激励学习者参与互动。课

程要求学习者每周完成参加班级微信群讨论和将

绘画作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两种活动。由学生管

理教师记录学习者的学习活动行为并评分。

( 三) 学习者基本特征

本研究中，两门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者特征

信息基本一致。通过问卷收集学习者的基本信

息、学习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期待和学习者对技

术环境的偏好等相关信息，可以发现在线艺术课

程学习者中女性学习者占 80%，94%的学习者主

要学习动机为个人兴趣爱好，学习者年龄主要集

中在 40 － 60 岁，50% 的学习者具有在线学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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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但只有 15%的学习者具有绘画美术基础。

五、研究发现

( 一) 学习者特征对学习有效性的影响

分析收回的调查问卷结果可以发现，学习者

特征中影响学习有效性的因素主要包括: 学习动

机、学习者的年龄、学习者的学习基础及学习者的

性别。在学习动机方面，拥有明确学习动机的学

习者( M = 4． 90 ) 学习满意度明显高于学习目标不

够明确、学习动机与课程目标练习不够紧密的学

习者( M = 4． 53 ) 。在年龄方面，30 － 40 岁的学习

者对课程的满意度 ( M = 4． 88 ) 明显高于 60 岁以

上的学习者( M = 4． 42 ) ; 学习基础方面，有在线学

习基础的学习者学习体验( M = 4． 75 ) 明显好于没

有在线学习基础的学习者 ( M = 4． 57 ) ; 性别方面，

女性学习者( M = 4． 69 ) 对课程的满意度高于男性

( M = 4． 56 ) 。

( 二) 课程设计对学习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课程设计中影响学习有效性的

因素主要包括:课程内容的呈现形式，课程学习时

长。学习者对课程提供的内容和学习活动分项评

分结果如图 1 所示，最受学习者欢迎的前三项为 5

分钟视频课程、教师在论坛的同步答疑、周末的主

讲直播课堂。由此可见，教师演示示范的视频内

容和实时的师生互动环节对于提升学习满意度最

为有效。

图 1 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评分(评分标准 1 － 5)

课程学习时长对学习有效性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周平均学习时长和课程持续时长两方面。每周

平均学习 4 － 8 小时的学习者的学习满意度最高

( M = 4． 8 ) ，周学习时长不足 4 小时的学习者满意

度最低( M = 4． 375 ) 。对比持续 9 周的“中国传统

山水画”课程和持续 4 周的“向大师致敬—莫奈”

课程，前者课程完成率为 59． 9%，后者课程完成率

为 70． 6%，说明对于在线艺术课程来说，课程持续

时长较短的课程，学习完成率高。

( 三) 学习社群设计对学习有效性的影响

学习社群设计对学习有效性的影响包括两个

方面: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本研究中的学习社

群主要基于微信群设计，两门课程共形成将近 11

万条微信学习讨论记录。在师生互动方面，本研

究中的学习支持团队结构按照金字塔式结构设

计，将教学团队分为学科专家、学科辅导教师和学

生管理教师等不同角色。两门在线艺术课程的师

生比控制在 1 : 25 － 1 : 50 之间，50 － 100 人分为一

个虚拟班级，每个班级配置 1 名学科辅导教师和 1

名学生管理教师。研究发现，在 83%的虚拟班级

中，教师的学习支持服务行为频次与学习者的学

习完成率正相关。在调查问卷中，教学团队的辅

导( M = 4． 47 ) 和学科专家的直播答疑 ( M = 4． 33 )

等师生互动设计得到较高评分，如图 1 所示。

尽管在有关课程内容设计调查中，学习者对

同学互动部分的评分较低 ( M = 3． 86 ) ，但是通过

分析学习完成率与虚拟班级同学互动频次的关

系，可以发现在 73%的虚拟班级中，学习互动行为

数与学习完成率正相关，如图 2、图 3 所示。在专

门针对学习社群互动的调查题项中，学习者表示

可以感受到同伴的帮助与支持 ( M = 4． 51 ) ，能够

从同伴的讨论中获得启发( M = 4． 53 ) 。

图 2 S1 教学点 9 个班级互动行为与学习完成率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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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2 教学点 6 个班级互动行为与学习完成率相关性

( 四) 技术环境设计对学习有效性的影响
2018 年，中国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等移动设

备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已经高达 98． 3%［22］，移动学

习也成为在线学习中不可忽视的新趋势。本研究

的课前调查中，对学习者习惯使用的在线学习终

端设备进行了调研。74． 4%的学习者习惯用手机

微信学习课程，33． 65%的学习者习惯用手机 APP

来学习课程，26． 92%的学习者习惯用平板电脑学

习课程，仅有 24． 04%的用户选择表示会通过台式

机来学习课程 ( 此题为多选题) 。在“中国传统山

水画”课程提供 PC 端课程平台和移动端的课程
APP，并提供基于微信的虚拟班级群。该课程运行

中，统计发现 94． 53%的学习行为发生在移动端，

26． 04% 的学习行为发生在 PC 端。“向大师致

敬—莫奈”课程则完全基于移动端的微信小程序

与微信群搭建。

研究发现，学习者对课程的技术环境的感知

易用性最为满意 ( M = 4． 69 ) ，93． 5%的调查样本

认同“应用微信参与学习没有技术方面的困难”的

表述，97%的调查样本认为自己可以“及时获取课

程资源”。但是，学习者对于在移动端与其他同学

展开深入的交流评分较低 ( M = 4． 27 ) 。同时，通

过访谈发现，老年人对长时间使用移动设备学习

存在一定困难，影响了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满意度。

六、研究讨论与展望

( 一) 以艺术实践为主的在线艺术课程可以保

证学习的有效性

本研究中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课程总体满意

度为 4． 5 /5，“向大师致敬—莫奈”课程总体满意度

为 4． 64 /5，两门课程分别有 59． 9%和 70． 6%的学

习者完成了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并获取了课程证

书。学习者对于以视频呈现的课程内容、移动学

习的学习模式、虚拟班级的学习支持与互动等学

习体验均表达了较高满意度。100%的调查样本

表示今后愿意参与类似课程的在线学习。尽管之

前的很多研究者认为实践类的课程不适于在线教

育或在线教学效果不佳［13，17，18］，但本研究从三个

评估指标: ( 1 ) 学习者满意度，( 2 ) 学习者学习行

为数据，( 3 ) 学习完成情况综合来看，以艺术实践

为主的在线艺术课程可以保证学习的有效性。

( 二) 影响在线艺术课程学习有效性的四个

因素

本研究认为，影响在线艺术课程学习有效性

主要有四个因素: 学习者因素、课程设计因素、学

习支持服务因素和技术环境因素。

1． 学习者因素

在学习者因素方面，之前的研究［15，12］主要关

注学习动机与学习基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之前

研究中关于学习者学习动机对学习有效性的影

响，在线艺术课程中，学习者主要学习动机来自认

知兴趣维度，学习动机的强弱直接影响学习的有

效性。同时，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效果受学习者

性别、年龄、在线学习基础等方面的明显影响。对

于在线艺术课程来说，女性学习者在总学习者中

占比较高，她们的学习动机更强、学习效果更好;

60 岁以下的学习者学习满意度更高; 具有在线学

习基础的学习者学习效果更好; 学习动机更为明

确、与课程目标有直接联系的学习者学习满意度

更高，学习效果更好。值得注意的是，在线艺术课

程中学习者的艺术绘画基础对学习有效性影响不

明显，绘画零基础的学习者依然可以在学习中获

得较高的学习满意度并完成课程学习任务。

从学习者因素出发，未来在线艺术课程应更

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设定更明确的课程学习目

标，合理引导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使二者更加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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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满意度; 第二，强化课程的老

龄化设计，充分考虑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学习特点

和学习习惯，提升老年人的学习体验; 第三，对学

习者性别差异导致的有效性差异做进一步分析，

在保持女性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同时，挖掘男性学

习者的学习需求，激励男性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提

升他们的学习效果。

2． 课程设计因素

本研究中，学习者对在线艺术课程各教学模

块对学习有效性的评价不一。最受学习者好评的

是课程预设的视频学习资源与教学团队提供的同

步学习辅导活动。这一结果与之前研究［24］的结果

存在差异，说明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者对与教师

的同步互动存在更强烈的需求。这可能是由于艺

术学习的构成要素: 视觉观察、师生互动、同学协

作等决定的［25］。在课程中，基于 PC 端的课程论

坛是获得评价最低的学习模块，这和之前研究［3］

的发现类似。学习者在异步课程论坛的发帖讨论

积极性不足，但是在固定时段开展同步讨论的微

信群中发言踊跃，形成大量学习讨论记录。因此，

在线艺术课程设计时，利用移动端的社交平台构

建虚拟学习社群的效果更好，未来应更关注课程

的跨平台、多工具的设计。

在线艺术课程的时间设计对学习者的学习效

果有直接影响。每周学习活动保持在 4 － 8 小时

的学习者学习满意度最高，整个课程周期超过 4

周以上，课程学习完成率会降低。本研究发现，当

课程周期长于 4 周时，从第 4 周开始学习者的学习

活动数据和作业提交率都出现明显下滑。这主要

是由于业余学习者的工学矛盾造成的，66%的学

习者反映学习时间紧张影响了学习效果。因此，

在设计在线艺术课程时，必须合理安排课程的学

习周期，科学设置每周学习任务，既要保证每周的

有效学习时长，又要考虑学习者的承受能力。

3． 学习支持服务因素

学习支持服务对在线学习者的学习促进作

用，之前有很多研究者［26］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观点，

认为教学存在感对在线课程如 MOOC 的学习者的

学习投入度有正向显著的直接影响。有研究者［27］

提出增加学习者与教师的交流渠道，使学习支持

与互动交流贯穿在线学习者的学习全过程，可以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和学习坚持性。本研究

验证了前述研究的结论，从学习支持服务和学习

社群两方面来说，本研究证明在在线艺术课程中，

多渠道、跨平台的有效学习支持服务和互动良好

的学习社群能够对学习完成率和学习满意度两方

面给予正面影响。在学习支持服务中，教师充分

的示范和助教及时的回应对于学习者来说最为重

要，同伴互动对于学习者来说影响不如师生互动

有效，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

体验。因此，在线艺术课程的学习支持服务设计

必须要充分、高效。在课程实践中，可以通过设置

每日固定互动时段、利用有社群基础的社交平台

工具等方式，提升教学交互的即时性，保证学习支

持的有效性，并且降低教学团队的工作强度。

4． 技术环境因素

本研究发现，在线艺术课程的技术环境对学

习者的学习满意度有一定影响，这与其他研究

者［28］的发现是一致的。适应学习者使用习惯的终

端平台会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满意度，移动平台的

感知易用性对学习有效性有明显影响。根据研

究，未来的在线艺术课程在技术环境方面应着重

考虑移动端课程的适老化设计，在视频呈现和交

互设计方面提升学习者的使用体验。

综上，在线艺术课程的有效性影响因素中，根

据学习者的评价和访谈，可以看出具有艺术学习

临场感的课程设计因素和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因

素能够直接影响学习完成率和学习者的学习满意

度，因此，这两个因素对在线艺术课程学习有效性

影响最为重要。

( 三)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受课程内容所限，

本研究只关注视觉艺术中的绘画类课程，对于其

他艺术类课程如音乐、舞蹈、影视等在线教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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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未做探讨，因此本研究得出的有效性影响因素

及重要性在其他艺术门类的在线学习时可能存在

偏差。其次，本研究中在线课程师生比保持在
1 : 25至1 : 50之间，将本研究结论应用至大规模在

线开放课程( MOOCs) 时，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可能

会产生变化。第三，本研究中的部分数据来源于

学习者的主观判断，且这些学习者为基于兴趣学

习的业余学习者，因此这些数据可能存在由于主

观倾向性带来的一定误差。

七、结论

本研究是在案例分析与实证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进行的在线艺术课程有

效性影响因素的针对性研究。通过对案例中学习

行为数据和学习者满意度调查结果的梳理分析，

本研究证明，在保证四个影响因素，即学习者因

素、课程设计因素、学习支持因素和技术环境因素

的情况下，在线艺术课程可以保证一定的学习完

成率，保证学习者对课程学习的满意度，从而保证

课程的学习有效性。

国家开放大学开展的两门非学历在线艺术课

程，为开展在线艺术教育做了有益的尝试。本研

究为国家开放大学、高校及在线教育机构开展更

多类型的在线艺术课程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由

本研究所初步探究的在线教学有效性影响因素，

还将通过更多在线教学实践、理论研究等使其完

善丰富，以期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在线艺术类课

程学习有效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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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82 页 ) 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

首。”夏丏尊聊以“自愧不能照行”作答。不过，后

来解决问题仍旧使用了“殊途同归”的途径，即进

行慢性自杀式的绝食，终于感动了偷窃的学生前

来自首。而这种责任感不因时间的流逝、人世的

消磨而蜕变，夏丏尊的小说《长闲》叙说主人公弃

了多年厌倦的教师生涯，回到白马湖家里，想把一

向当作副业的笔墨工作改为正业，做湖上诗人，不

料却做了“湖上懒人”。临了，忽念及畏友弘一和

尚( 李叔同) 书赠的“勇猛精进”四字，心中不免一

激灵。教育者始终保留此种省思与责任，苛刻是

对于自我的内在向度，外显的则是春风化雨般的

温润情怀。

该著的作者张直心执教的学校、王平求学的

学校杭州师范大学的前身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以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学校为研究对象，将现代

文学与现代教育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探究，既拓展

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也拓展了对于

中国现代教育的视野，该著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意

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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