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残疾人教育对于帮助残疾人回归主流社会，消除对残疾

人的社会排斥和隔离，促进残疾人的人格完善和参与社会生
活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残疾人中具有初中
以下学历（含文盲）的残疾人高达 90.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残疾人仅占残疾人总数的 1.1%。残疾人受教育程度偏低
已成为残疾人脱贫和改善生活状况的主要障碍。在线教育因
其学习地点、学习时间的灵活性，为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带
来便利。

作为一群特殊的学生，残疾人参与在线学习时比正常人
面临更多的障碍，残疾人学生对学习支持服务的需求也与身
体健全者存在差异。Moisey 研究了 1998-2001 年间在加拿大
阿萨巴斯卡大学注册本科生课程的 604名残疾人学生。他分
别从学生特征、课程注册和完成率、支持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绝大部分患有残疾的学生获得了某种类型
的学习支持，接受了越多类型支持服务的学生倾向于具有更
高的课程完成率，特定类型的残疾人学生需要一些特定类型
的学习支持服务。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Burgstahler提出通用设
计的理念、无障碍远程教育的意义和基于通用设计的无障碍
远程教育教学的指导等，研究了参与者的特征及需要。国内有
研究者对无障碍数字化学习环境设计、无障碍网络课程设计

等进行了研究。例如，黄璐等对国内外基于通用设计的无障碍
远程教育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内容等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述评，提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研究方向。李经
纬研究了无障碍网络课程系统的设计问题，其针对有视力障
碍者，介绍了无障碍网络课程架构的核心技术，阐述了需求分
析、数据库设计、系统功能分析等详细设计。钱小龙等研究了
无障碍网络学习环境的特征、无障碍网络学习环境设计与开
发的相关技术标准、开发流程等。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残疾
人在线学习支持服务的现状研究还较少。

本研究希望通过调查了解远程教育中残疾人学生学习
支持服务的使用现状、需求以及学习支持的使用与学习成效
之间的关系，为优化残疾人教育学习支持服务奠定基础，满
足残疾人学生的学习需求，不断提升教学效果，促进残疾人
教育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后期针对问卷中发现

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个别访谈。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基本信息、
学业状况、学习困难和支持服务。其中对学习困难的调查中，
其回答选项分别为：同意、不确定、不同意 3种选择，采用 1-3
分记分法，回答同意记 1 分，不确定记 2 分，以此类推。平均
分低于 2分的为赞同度高。调查最后包含开放性问题供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开放大学教学研究中心首批研究课题“远程教育中面向残疾人学习者的学习支持服务———以国家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
学院学习者为例”，课题编号：Q0080A-131Y。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介绍：孔磊（1984－），山东人，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编辑，研究方向为远程教育学习支持服务。

残疾人学习者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使用调查
孔 磊

（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北京 10000）

摘 要：为残疾人学生提供优质的远程教育学习支持服务是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的关键。本研究希望通过调查
研究了解残疾人学生对学习支持服务的现状和需求，为优化残疾人教育学习支持服务奠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绝大
部分残疾人学生认为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大，有部分学生需要在计算机及网络操作、知识基础等方面获得帮
助。多数被调查者使用学校提供的各类支持服务较为频繁，其中考试相关的支持使用最多。为了更好地服务残疾人学
生，教育机构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在课程和考试安排、学习方法和技巧、就业和心理咨询、无障碍数字学习环境、无障
碍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残疾人；学习支持服务；在线学习；远程教育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7508（2019）10-0020-03

Journal of Jilin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NO.10,2019（Total No.214）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0 期（总第 214 期）科研项目研究

20· ·



做补充说明。
本研究从国家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院的 3 个教学点

分别抽取部分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残疾人教育学院利用面授
与网上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综合采用多种媒体技
术为残疾人学生提供教学及其支持服务。调查共发放问卷 67
份，回收有效问卷 51份。数据收集以后做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我们对学生的性别、年龄、入学时间、工作状况、

身体状况、在读学历层次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 1。

参加
调查的学
生信息如
表所示。
样本以女
性为主，
年龄集中
在 30-49
岁之间，
入学时间
多 为 近
1-2 年 ，

工作状况主要为全职上班人员，身体状况方面以肢体残疾的
居多，在读学历层次以大专为主。

2、学习动机
调查显示，学生选择继续学习的首要原因是工作需要充

电，其次分别为：提高自身价值、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对所
学知识感兴趣、想换更好的工作，最后为获得他人认可、受他
人影响参加学习。可以看出，工作需要和内部需求是学生参
加学历教育的主要原因。

3、学习困难和障碍
我们从计算机和网络操作技能、网络学习习惯、学习内

容、课程负担、学习基础、时间管理、困难求助方面对学生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进行了调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看法在
三种不同的态度中做出选择：同意、不确定、不同意。调查结
果如表 2所示。

表 2 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过程

中所面临的困难不大。不过，在计算机操作和学习基础两个
方面，也有不少学生表示对他们的学习构成障碍。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对于这些困难的感知不存在显
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视觉障碍、听觉障碍、
肢体障碍三类学生对所调查学习困难项目的感知不存在显
著差异。此外，我们将学生的动机类型分为三类：内部动机
（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提高自身价值、对所学知识感兴趣）、
外部动机（工作需要、外部影响等）、内外部动机兼有，并调查
不同动机类型的学生对学习障碍的感知。结果显示，不同动
机类型的学生对学习障碍的认识没有显著差异。

4、学习支持的使用频率
学生对学习支持的需求和使用方面，绝大部分受访者

（82%）表示经常使用学校提供的支持服务，少数受访者
（14%）偶尔寻求支持或帮助，仅有很少数的学生极少或从不
使用支持服务。

5、经常使用的学习支持服务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最常使用的支持服务分别

是：面授、网上辅导答疑、期末复习辅导答疑、入学教育、模拟
测试。小组活动、自我管理指导、毕业实践和毕业设计辅导是
使用较少的几类支持服务项目。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类别 答项 比例

性别
男 35.3%

女 64.7%

年龄

19岁以下 2.0%

20-29岁 21.6%

30-39岁 37.3%

40-49岁 37.3%

50以上 2.0%

入学时间

2015 5.9%

2016 15.7%

2017 41.2%

2018 37.3%

工作状况
全职工作 78.4%

兼职工作 9.8%

无工作 11.8%

身体状况

视觉障碍 5.9%

听觉障碍 7.8%

肢体障碍 84.3%

其它 2%

在读学历层
次

大专 74.5%

本科 25.5%

图 1 学生参加学习的动机

表 2 学习困难和障碍

同意 不 确 不同意 均值 标准差

我不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 18.0% 26.0% 56.0% 2.38 .780

我不能够熟练利用网络进行交流 6.1% 26.5% 67.3% 2.61 .606

不太习惯网络学习 10.4% 31.2% 58.3% 2.48 .684

学习内容枯燥，没有兴趣 2.0% 12.2% 85.7% 2.84 .426

课程负担重，学习压力较大 2.0% 30.6% 67.3% 2.65 .522

我的学习基础较差 21.6% 31.4% 47.1% 2.25 .796

我不能合理安排工作、生活与学习时间 8.2% 24.5% 67.3% 2.59 .643

学习遇到问题时不知道向谁求助 10.4% 18.8% 70.8% 2.60 .676

我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感到孤独 2.1% 18.8% 79.2% 2.77 .472

图 2 学习支持的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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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完成情况
本次调查中我们要求学生报告总共已选修的课程数量

和已经考核通过的课程数量，结果显示学生平均选课数量为
10.3门，平均考核通过课程为 8.6 门，平均课程完成率为
86%。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学生学习支持服务的使用
频率与课程通过率没有显著关系，不同身体障碍的学生在课
程通过率上没有显著差异。

7、学习支持改进建议
为了了解学生对于支持服务改进的建议，我们从课程安

排、资源建设、考试安排、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做了调查。在
课程和资源建设方面，学生认为应在学习平台上传更多网络
教学资源，例如名师授课视频、文档等，便于查阅学习。课程
安排方面，学生认为目前面授课较少，学习时间较短，应该多
增加面授课程，课程安排尽量安排在周六周日，几个科目可
以集中在一起。在考试安排方面，有学生建议应该在试卷呈
现、考试形式等方面针对残疾人特点作出调整，可以把多个
考试科目安排在同一天。同时，增加一些模拟题给大家练习。
在信息技术应用支持方面，学生表示希望进一步优化学习平
台，并提供平台使用帮助，帮助残疾人学生解决电脑操作难
题。此外，需要增加计算机或网络操作方面的面授指导课程，
课程内容需要再详细一些。除上述建议外，有学生认为学校
还应该进一步完善无障碍设施，例如：厕所、侧门斜坡等，给
开车的同学提供车位保障。有不少学生希望教师能在学习方
法上提供指导，经常组织同学交流活动，多组织一些就业培
训，在心理咨询和学习方法方面对学生多提供些帮助。

四、讨论和结论
残疾人是在线教育中的特殊学习群体，需要教育提供者在

教学和管理的各方面给予更多地关注和支持，以保证他们顺利
完成学业。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有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1. 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大，有
部分学生需要在计算机及网络操作、知识基础等方面获得帮
助。这可能与教育机构为残疾人学生建立的单独的管理方
式，如成立残疾人学院，配备专职教师，学习困难得到了很大
程度的解决有关。

2.学生对于学校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已经较为熟悉，并能
基于需要及时的寻求帮助。多数被调查者学习支持服务的使
用较为频繁，其中考试相关的支持使用最多。此外，学生的学
习目的主要是满足工作需要及进行自我提升，这使得他们学
习的目的性强，能够积极主动地解决面临的各项问题。

3.残疾人学生获得学习支持服务的情况与课程完成率没
有显著关联，不同残疾类型的学生在课程完成情况上没有明
显差异，这一调查结果与研究预想有一定出入。

4.为了更好地服务残疾人学生，教育机构需要根据学生
特点在教学和管理的各方面进行优化。例如，考试安排、考场
环境、辅助技术支持、课程开设、学习材料等。

由于本次调查对象主体为肢体残疾型学生，其他类型的
学生数量较少，研究结果可能并未反应所有残疾人学习的需
要和特点。根据本次调查的情况，未来我们需要更为关注调
查对象的多样性，同时对残疾人学生使用学习支持服务情况
与学习成效（如课程完成时间、取得毕业证书的周期、辍学
率）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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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经常使用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

表 6 学生课程完成情况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修读的课程数量 2 22 10.31 5.756

已考核通过程数量 1 22 8.64 5.086

课程通过率 .33 1.00 .8625 .2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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