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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MOOC的广泛应用，其在学习支持服

务、教学辅导、教学设计、教学交互等方面的不足逐

步显现。针对MOOC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以MOOC
为基础的DLMOOC （深度学习的MOOC）、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私有在线课

程）、MPOC 等新的教学模式相继出现。其中，

MPOC由于其私有、缴费、分班教学、配备辅导团

队等特点，可为大规模在线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教

学内容、有组织的教学过程和个性化的支持服务，是

现在远程教育机构、培训机构主流的课程形式之一。

国家开放大学于 2013年开始，基于Moodle学
习平台建设了大批支持教、学、测、评一体化的

MPOC课程。与MOOC课程相比，国家开放大学网

络课程在选课学生、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支持服务

方面都有很大差别。首先，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的

学习者都是国家开放大学在籍的学历教育学生，学生

的教育背景和层次相似，课程教学目标一致。其次，

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是针对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设

计，集资源、学习活动、学习评价、学习支持服务于

一体，可有效地完成学习、活动、测评等所有学习过

程的在线学历课程。在具体设计方面，鼓励突出课程

特色，可根据课程特点选择活动类型、考核方式和比

例。再次，教学和支持服务方面，国家开放大学依托

总部、分部、分院三级教师为学生提供“全过程、混

合式、基于团队”的导学、助学、促学服务，即以教

学班为单位，由教学团队教师提供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线上基于网络课程组织和实施教学、完成作

业、课程测验等在线考核，线下主要是辅导教师的面

授辅导和部分课程的期末考试等。2015年秋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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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Private Online Course）课程中54,228位学生产生的5,600多万条学习行为记录进行分析，结

合教学过程跟踪和师生访谈，深入了解国家开放大学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和课程交互情况，分析学生学

习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发现，MPOC课程中学习者的活跃程度差异较大，多数学生只关

注和考核直接相关的作业和测验，存在突击完成学习任务的情况，但也有部分学习时长和活跃程度都

比较突出的学生，这些学生普遍集中在教学团队分工和教学组织合理、支持服务到位的课程中。分析

还发现，教师教学和支持服务能有效地促进学生提交作业、完成测验和论坛发帖等人际、人机交互，

而在提高学生资源浏览量和使用率方面效果不明显。同时，有效的管理机制和优秀的课程设计也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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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放大学学习平台共有 57门课程，169个教学

班，1,871个教学组（按属地进行划分，每门课程每

个开课分部划分为一个教学班，每个教学班下按照不

同的教学点又划分为教学组），共54,228位学生基于

网络课程进行混合式学习。

本文以2015年秋季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的学

生行为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平台日志记录的学生

学习行为数据进行采集、挖掘，分析国家开放大学学

生的在线学习行为特点、学习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并

通过教学过程跟踪和师生访谈，进一步解释学习行为

和补充相关教学、支持服务建议，改进课程教学设

计，优化教学过程，促进MPOC课程的教与学。

二、文献综述

在线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者在使用在线学习平台时

被记录下来的登录、浏览、交互、检索等各类可回溯

的活动，相对于自陈式问卷、访谈等研究材料，这些

活动能够真实地反映学习者在线学习的全过程，因此

一直以来都受到相关领域研究者的重视。在20世纪

早期，就有学者尝试从原始的Web访问日志中分析

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在 Zaïane＆Luo （2001）
的研究中对42万条原始的Web日志进行分析，归纳

了两门实验课程的学生行为规律，如对哪些模块的访

问最多、哪些模块的访问具有明显的前后联系等。但

是，从Web日志中能挖掘的信息毕竟有限，随着在

线学习平台的完善，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虑如何从结

构化的后台数据中获取和分析更丰富的学习行为信

息，例如台湾的学者尝试从符合SCORM规范的结构

化课程中分析学习者的学习档案 （Su, et al.,
2001），美国的学者 Hung & Zhang （2008） 等从

LMS的后台数据库中抓取行为日志信息，对学生的

特征进行分类，对其日常学习行为的模式进行了归

纳。这个阶段的学习行为分析大多属于针对少数课

程、班级开展的小样本研究，对于大规模在线课程的

大样本研究比较少见。

在2012年之后，国内外教育研究机构开始转向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领域，国外的研究

包括对MOOC学习者的行为特点、交互情况、课程

完成率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学习者行为特点改进课

程建设和干预教学过程等方面，特别是哈佛、麻省理

工等国外大学对Coursera、edX等平台的课程行为

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在线学习投

入、学习行为分析和成果预测、学习者分类、在线教

学模式探索等几方面，如李爽等（2016）提出学习

投入分析框架的 6个维度；贾积有等 （2014） 对

Coursera平台开设的北京大学课程的二十余项数据

指标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学习者成绩与在线时间、观

看视频次数、浏览和下载资源、论坛参与度、平时测

验正相关；郑勤华等 （2016） 对国内 14个主流的

MOOCs平台进行全面分析，指出MOOC课程存在

教学模式单一、学习支持和教学辅导不及时、交互情

况不理想、深度学习缺失、学习质量和完成度不高等

问题；马秀鳞等（2016）对MOOC和SPOC教学成

效进行实证研究，指出SPOC课程在资源建设和个性

化支持方面优于MOOC；郭文革等 （2015） 提出

MPOC课程的设计和运营方式，并指出MPOC很可

能代表了MOOC未来的发展方向；魏顺平 （2012）
针对国家开放大学的一门MPOC课程的学习行为进

行了分析，尝试从学习时间、学习活动、师生交互、学

习资源、考试成绩等多个角度发现更多的学习行为特点。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聚焦MPOC教学模

式下的学习行为分析，以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平台

2015年秋季学期的 5,600多万条学生学习行为数据

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跨学科、跨地域的大规模课程

的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发现MPOC学习行为的新特

点及其影响因素，为各教育机构优化MPOC课程设

计和教学实施、提升教学水平和效果提供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在前期关于在线学习行为评估、在线课程学习表

现模型、学习分析数据模型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国

家开放大学 2015年秋季学期学习平台日志原始数

据，从课程信息、学生信息、教师信息、学习过程行

为数据、教学过程行为数据等几个方面对日志数据进

行采集、提取，其中，学习过程行为数据按照学生在

线主要完成的学习动作和学习类别分为在线学习时

间、各类行为次数、资源使用情况、论坛发帖情况、

作业完成情况、测验完成情况、在线学习成绩 7类
14项数据项；教师行为数据从在线辅导投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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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课程建设等主要的在线教学行为进行采集，包

括教师各类行为次数、在线教学时间、论坛发帖情

况、作业批改情况、站内信、课程资源更新 6类 14
项数据项。这些数据项以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资源

类别、需完成的学习任务、主要的教学和支持服务方

式为依据，包含了学习者在线学习的主要学习行为、

学习过程和教师主要的教学和辅导行为。表1为各数

据项及其具体描述，在数据整理和采集过程中，剔除

了不完整、异常的行为数据记录。
表1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平台学习行为数据项及其描述

类别

课 程 信
息

学 生 信
息
教 师 信
息

学
习
过
程
行
为
数
据

在线
学习
时间

各类
行为
次数

资源
利用
情况
论坛
发帖
情况

作业
完成
情况

测验
完成
情况

在线

学习

成绩

数据项
课程名称
课程 ID
资源总数

活动总数

作业总数

测验总数

学生姓名
学生 ID
教师姓名
机构代码

在线学习天数

在线学习周数

学习行为次数总
和
学生资源浏览类
别行为次数
学生人机交互类
别行为次数
学生人际交互类
别行为次数
学生其他类别行
为次数
资源使用个数

活动利用个数

学生论坛发帖数

学生发帖总字数

提交作业数
完成互动评价作
业数
评价他人作业数
完成测验数

测验得分

每门课程在线成绩计分方法不一样，部分课程为作业成

绩，部分课程是作业、测验按比例计算，极少部分课程最

后成绩还考虑过程性学习行为数据，如论坛发帖、登录学

习次数、在线学习时间等

具体描述
—
课程代码
文本、视频、音频、ppt等资源的总和
包括论坛、作业和测验等人机、人际交
互类活动的总和
一般是主观题，计入成绩，有的需要上
传附件，此类活动的总和
一般是客观题，包括计分测验和不计分
的平时练习
—
学生学号
—
教师所属单位（分部、分院）的代码
在线学习的天数，不考虑每天登录学习
时长
在线学习的周数，不考虑每周登录学习
时长
资源浏览、人机交互、人际交互、其他类
别行为次数之和
点击文本、视频、音频、ppt等资源的次
数之和
包括测验、在线实验等各类人机操作次
数之和
包括论坛、WiKi、作业等人际交互操作
次数之和
课程登录与点击导航栏、日历管理、成
绩查询等次数之和
所有资源中被点击过的资源个数之和
所有活动中，包括测验、作业、实验等被
点击过的活动个数之和

学生论坛发帖的个数

学生所有发帖的字数之和

学生最终提交的作业个数

完成同小组互动类评价作业的个数

评价同小组其他学生的作业的个数
学生完成的测验的个数

计分类测验的分数

教
学
过
程
行
为
数
据

在线
教学
时间

各类
行为
次数

论坛
发帖
情况

作业
批改
情况
站内
信
资源
更新

在线教学天数

在线教学周数

教学行为次数总
和
教师人际交互类
别行为次数
教师其他类别行
为次数
教师论坛发帖数
教师发主贴数
教师发帖总字数
教师回帖总数

教师回帖频率

批改作业数

批改作业频率

发站内信条数

资源更新次数

在线教学的天数，不考虑每天登录教学
时长
在线教学的周数，不考虑每周登录教学
时长

教师人际交互、其他类别行为次数之和

包括论坛发帖、作业批改等人人交互操
作次数之和
主要包括教师登录、查看平台日志和学
生学习行为数据等操作
教师论坛发帖的个数
教师论坛发主题帖的个数
教师所有发帖的字数之和
教师回复学生帖子个数之和
教师回复学生帖子的时间间隔（单位：
小时）

教师批改学生作业的个数

教师批改作业时间间隔（单位：天）

教师通过平台的站内信工具发给学生
的信息数之和
每学期教师上传、修改、删除的各类资
源的总数

（二）研究方法

应用数据统计与可视化、聚类分析、相关分析、

关联规则等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对国家开放大学

2015年秋季学期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国

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的在线学习情况，挖掘行为数据

之间的关系，找出国家开放大学MPOC课程学生学

习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对课程教学过程进行跟踪，全面了解课程建设、

教学情况，结合定量分析进一步深入分析教学过程和

挖掘学习行为特点，改进课程设计。

与部分辅导教师和学生访谈，补充和修正研究结

果，结合实际的教学经验和教学实践对一些学习行为

给予解释，对教学和支持服务给予相关建议。

四、研究过程与讨论

（一）学生在线学习行为特点

1. 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分布

图1为2015秋季学期学习平台所有有学习行为

记录的学生在线学习天数趋势图。可以看出，在线学

习1天的学生人数最多，在线学习40天以上的学生

人数仅有 14人，学生学习天数和学习人数线性递

减，在所有学生中在线学习天数最长的为59天。根

据课程每学期开课周数（除去考试周，课程在线开课

时长为10周左右），学生在线学习天数明显偏低，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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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学生集中一天或者几天完成作业、计分测验等

能获得成绩的栏目，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够坚持长期在

线学习。虽然国家开放大学的网络核心课程强调丰富

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设计，但是实践证明如果缺乏

后续的教学组织和完整的支持服务体系，MPOC的

整体在线使用率和MOOC没有太大区别，不会因为

学生是正式注册、缴费入学的学习者，就能自觉地坚

持在线使用网络课程开展学习。

2. 学生各类学习行为对比分析

学生行为是了解学生学习特点的重要指标。通过

对各类行为进行分析了解学生学习偏好，为课程设计

和教学落实提供依据。图2是国家开放大学2015年
秋季学期学习平台57门课程四类不同行为次数平均

值（行为次数均值为每门课程所有学生点击量的平均

值）的对比图。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课程的资源浏览

类别行为次数是最少的，其次是人际交互类别，最高

的是课程登录、导航栏目、成绩查询等。

图2 各类行为次数均值对比图

注：①横、纵坐标分别为课程代码和点击次数。

具体到每门课程，计分类作业和测验的点击次数

最多。图3和图4分别以1门公共必修课和1门专业

核心课程为例，统计课程点击次数最多的前10个栏

目，从图中可以看出人际和人机类别行为占大部分，

特别是排在前 4位的几乎都是形考任务（即作业），

其他大部分课程也类似。

结合课程实际教学和师生访谈了解到，大部分网

络课程作业、论坛等人际交互类活动设计较少，并存

在课程导航和学习路径设计复杂的情况，因此从单个

课程栏目来说作业类点击次数最多，但整体上点击量

不突出，而且课程学习路径不清晰也导致导航栏的重

复点击增加了其他类别行为交互的数量。同时，因为

是学历教育学生，完成作业和测验才能取得成绩，所

以学习者更注重能获得成绩的

测验、作业，而较少关注资源

浏览类别栏目。

3. 学生学习行为群体分布

用 K-means 聚类分析法

对学生在线行为次数和在线学

习天数做聚类分析，如表 2和
图 5所示，剔除个别离群点数

值，学生在线学习群体分为 4
类。从表 2中看出，学习行为

次数总和随着在线天数正增长，其中聚类4的在线学

习天数和行为次数最多，按照一学期10周的开课时

间计算，平均每周在线学习1.5次，每次各类学习行

为达到137次，学生学习行为次数较高，但所占学生

比率少，仅有0.28%；聚类1的在线学习天数与聚类

4差不多，但是学习行为次数总和不到聚类 4的一

半；聚类2的在线学习天数比聚类1略少，学习行为次

数总和为聚类1的1/3左右；聚类3的在线学习天数和

学习行为次数明显减少，在线学习天数是聚类2的1/3
左右，学习行为次数仅为聚类2的1/5左右。图5为学

生在线学习天数和学习行为次数群体分布图，其中，

平均每周登录学习一次及以上的学生不到12%，大部

分学生平均3周登录一次，每次的学习行为为3次。

图3 国家开放大学A课程栏目点击情况

图1 学生在线学习天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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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家开放大学B课程栏目点击情况

表2 在线行为次数和学习天数聚类结果

学习行为次数总和

在线学习天数

聚类1
929.303
14.839

聚类2
357.508
10.190

聚类3
71.481
3.421

聚类4
2075.762
15.073

图5 在线学习行为群体分布情况

对聚类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除聚类4外，其

他3类57门课程随机分布，而聚类4中的学生都是参

加“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教学团队试点”课程的学生。

这些课程有其独特之处：团队建设方面，组成了包括

主持教师、辅导教师、班主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的教学团队，实行在线值班，随时回答学生的各类问

题；教学实施方面，充分发挥团队各类成员的作用，

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教学辅导和促学服务，特别是班主

任随时关注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定期通报学习和作

业完成情况，并主动联系学生督促其在线学习和提交

作业。

4. 课程交互情况

图6到图8是课程学生人机交互（测验）和人际

（作业、论坛发帖） 交互情况描述图。从中可以看

出，课程的测验完成、作业提交、论坛发帖情况都不

是很乐观，课程测验完成率和作业提交率所占比例最

多的都是 20%以下，很多课程的论坛发帖均值是

0-1个，即这些课程有部分学生的发帖数为0。

图6 测验完成情况分布图

图7 作业提交情况分布图

图8 学生课程发帖情况分布图

57门课程中，除去没有设计作业的 19门课程，

课程作业提交率最高的为80.11%，提交作业率达到

50%的课程共有 9 门，占设计作业课程总数的

23.7%；除去没有设计测验的6门课程，课程测验完

成率达到50%的课程共有10门，占设计测验课程总

数的19.6%；课程学生论坛发帖均数最多的为21.47
个，学生发帖均数超过5个的课程有9门。

对学生人机和人际交互情况都较好的几门课程进

行教学跟踪，并与辅导教师和学生访谈发现，这些课

程在教学过程落实或课程设计方面较突出，如有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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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资充足，有的课程参加“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教学

团队试点”项目，能保证为学生提供有效、及时的辅

导、促学服务；有的课程设计简洁、明了，一般应用

平台原生的流式布局，师、生在教和学时都不会迷

失，受到辅导教师、学生的欢迎。如国家开放大学

“组织行为学”课程，采用流式布局，所有资源、活

动都在首页面中呈现，课程页面除学习内容外无其他

设计，无论辅导教师组织教学还是添加资源都非常方

便，同时，学生也很容易找到所需学习内容，因此该

课程无论是作业和测验的完成率，还是论坛发帖数都

较靠前，课程易操作和可用性在访谈中也受到了教师

和学生的表扬。

登录课程进一步观察发现，为了方便学生完成作

业，课程测验、作业等计分项目都提供下载，学生可

下载后线下完成作业和计分测验，因此部分分部，特

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很多学生都是线下完成。同

时，大部分课程班级和教学组建立QQ、微信群，进

行实时和非实时交互，导

致论坛利用率不高，这些

原因都导致平台中学生人

机、人际交互的偏低。

（二）学习行为影响因

素分析

从课程教学团队、教

师个人教学行为、课程运

行区域、教学班规模、专

业类型、课程设计等方面

对学生在线学习行为进行

对比分析发现，教学团队

和运行区域对学生学习行

为有明显影响，课程设计

对学生在线学习行为有一

定影响，而专业类型和教学规模对学生行为的影响不

明显。

1. 教学团队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平台运行的57门课程中，有

7门课程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教学团队试点”

（以下简称“试点”），与其他50门课程（以下简称

“非试点”） 相比，试点课程全部基于网络开展教

学，有经费、机制支持，制定了明确的团队职责分工

和工作考核办法，组建了包括主持教师、辅导教师、

班主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在内的完整教学团队，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术和非学术服务，包括课程指

导、远程或面授教学、作业批改、辅导答疑、作业提

醒、教务管理、技术协助和咨询等。

图9是试点课程和非试点课程各项学习行为数据

平均值（平均值为各门课程各数据项平均值之和除以

课程总数）的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参加试点的7
门课程的各项数据的平均值比非试点课程各项数据的

平均值都高。其中，学习行为次数总和、学生人际交

互类别行为次数、学生其他类别行为次数、在线学习

天数、资源使用个数、活动利用个数、学生论坛发帖

数、完成测验数、完成测验百分比等几项过程性学习

行为数据的平均值差距较大，其余项只是略高；提交

作业个数、完成互动评价作业数、评价他人作业数等

几项的均值都很低（主要原因是课程设计的作业个数

较少，特别是互动评价类作业更少）；课程在线成绩

方面，两类课程成绩的均值相差大约17分。

2. 教师个人教学行为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数据项相关性分析是了解各类行为数据之间的关

联性和影响度。通过对师生行为数据进行相关性分

析，了解教师教学行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由于试点

课程的学习、交互都是在网络课程中完成的，所以以

7门试点课程的7个教学班（试点课程只在指定的分

院运行，每门课程组成一个教学班）为样本量，对学

生行为数据平均值与教师教学行为数据平均值进行皮

尔森相关性分析，表3为具有极强、强相关的师生数

据项。

注：①平均值为各门课程各数据项平均值之和除以课程。②为了更加直观，加入了提交作业百分比和完

成测验百分比的对比。

图9 7门试点课程与50门非试点课程数据项平均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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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师生行为数据的相关情况

教师人际交互
类别行为次数
教师其他类别
行为次数

教师发主贴数

教师发帖总字数

教师回帖频率

批改作业数

发站内信条数

资源更新次数

极强相关
（相关系数

0.8—1）
学生论坛发
帖数
提交作业个
数

在线学习天
数、在线学
习周数
活动利用个
数、完成测
验数

学生发帖总
字数
测验得分

强相关（相关系数0.6—0.8）

学生人际交互类别行为次数

学生人际交互类别行为次数、完成互
动评价作业数、评价他人作业数
学生人际交互类别行为次数、学生其
他类别行为次数、完成互动评价作业
数、评价他人作业数

学生人机交互类别行为次数、在线学
习成绩

提交作业数
评价他人作业数、完成互动评价作业
数、学生人际交互类别行为次数

表3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教师的人际交互类别行为促进了学生人际交

互，尤其提高了学生论坛的参与率；

•教师依据查看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等其他类别行

为，为学生提供促学服务，提高了学生作业的提

交率；

•作业批改情况对作业提交数量有较大的影响；

•教师论坛发帖督促学生参加人际交互类别的学

习，促进了学生参与作业互动评价，教师论坛发帖能

鼓励学生长时间在线学习；

•教师回帖频率提升了学生测验类活动的完成率

和活动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学生在线成绩；

•教师站内信促进学生人际交互，包括发帖字

数、互动类作业及其评价；

•教师的资源更新频率与学生测验得分极强

相关。

从以上相关性分析看出，教师作业批改和查看学

生学习行为数据、学习日志等其他类别行为对督促学

生提交作业效果明显；教师论坛发主题帖和站内信能

调动学生参与互动评价类作业及其互评，提高学生人

际交互类别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回帖的频率、资源更

新情况对测验类活动或测验得分有影响，并且教师回

帖频率与学生在线成绩强相关。总之，教师导学和促

学行为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作业、测验的完成和论坛发

帖，对促进学生人际、人机交互类别的学习和提高与

在线学习成绩相关的活动的完成率作用显著，而在督

促学生资源浏览方面效果不明显。

3. 课程运行区域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按照课程运行分部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分析，发

现在课程运行的所有分部中，成都、兵团分部学生的

学习行为数据是最好的。表4截取了1门课程学生学

习行为数据均值的显著性检验的部分结果，从中可以

看出，在本门课程运行的7个分部中，成都、兵团的

大部分数据项比平均数高很多，当然也比其他几个分

部的数值都高。其他在多个区域运行的课程的分析结

果类似。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访谈发现，成都、兵团

分部充分重视网上教学，制定了相关的教学政策和考

核制度，推动网上教学的开展，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

极性，并通过培训、教学督导等方式，保障网上教学

的顺利实施，保证网上教学质量。可见，相应的政策

支持、制度和师资保障对学生学习有影响。

4. 教学规模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抽取部分课程，对不同教学班的学生学习行为进

行显著性分析，不同教学班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没有显

著性差别，因此课程教学规模与学生学习行为没有明

显的关联性。受各种条件约束，特别是课程运行的教

学班分布在不同的分部，各地的教学条件、师资、政

策等都不同，这都会导致分析结果有一定误差。

5. 专业类型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把 57门课程按照类别分为法律、教育、经管、

理科、工科、人文、生物、外语和行政9个大类，对

教学行为

学习行为

试点单位

成都
兵团

总计

平均数
平均数
平均数

N
标准偏差

行为次
数总和
均值

92.69
124.09
69.23
7.00
36.75

资源浏
览类别
行为次
数均值
14.28
14.24
9.87
7.00
4.15

人机交
互类别
行为次
数均值
12.74
23.94
10.57
7.00
7.38

人际交
互类别
行为次
数均值
58.20
75.07
42.74
7.00
23.24

其他类别
行为次数

均值

7.47
10.83
6.05
7.00
2.97

在线学
习周数
均值

2.59
3.37
2.44
7.00
0.60

在线学
习天数
均值

4.08
5.72
3.87
7.00
1.31

资源使
用个数
均值

4.45
3.89
3.56
7.00
0.90

活动使
用个数
均值

4.66
5.34
3.51
7.00
1.40

提交作
业个数
均值

0.79
0.63
0.39
7.00
0.29

论坛发
帖数均

值

0.21
1.79
0.32
7.00
0.65

发帖总
字数均

值

70.22
1089.60
179.48
7.00

403.15

完成测
验个数
均值

3.27
3.53
2.04
7.00
1.24

测验总
分均值

40.47
41.82
25.36
7.00
15.14

在线学
习成绩
均值

76.94
78.96
43.06
7.00
32.14

表4 课程运行区域学生学习行为的显著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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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类课程学生行为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发现，学生行

为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6. 课程设计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如前所述，应用平台原生的流式布局设计的课

程受到辅导教师和学生的欢迎，人机和人际交互情

况较好。对课程其他各项数据项进行观察发现，此

类课程的其他各项行为数据值普遍都不低，访谈中

师生也一致认为相对来说更喜欢在这类设计的课程

中学习。因此，课程设计对学生学习行为具有一定

的影响。

从以上学习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教师的导

学和促学促进了学生的在线学习，特别是有组织的教

学团队的支持服务对督促学生过程性学习发挥了很大

作用，学生在课程互动、测验和作业完成率、课程成

绩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同时，学生所在分部的教学

管理水平、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和优秀的课程设计也

是调动和推进学生在线积极学习的重要因素。因此，

高效、协作的教学团队、及时的教师导学和促学服

务、良好的管理机制、优质的课程设计对保障

MPOC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五、结论及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和讨论，总结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

程学生学习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并依据分析结果和实

际教学经验从课程建设、教学和支持服务、管理机制

对国家开放大学MPOC课程给予建议，以期改进课

程建设，提升在线教学效果。

（一）结论

1. 学生学习时间集中，交互情况有待提高

国家开放大学学生在线学习成绩直接关系到学生

是否能获得学分和取得证书。因此，学生在线学习目

的非常明确，即完成计分作业和活动，所以大部分学

生集中几天时间在线完成计分作业和测验，学习没有

持续性，行为数据访问量偏低；教学平台的交互工具

和功能没有充分应用，辅导教师和班主任没有充分发

挥导学、促学作用，不管是人机交互还是人际交互都

没有达到预期水平。

2. 重考核性学习，轻资源类学习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资源浏览类别行

为还是资源利用率都较低，计入考核的作业与期末考

试联系紧密的测验完成情况较好。由于现阶段学习平

台无法统计和显现资源浏览情况、资源学习时长等，

大部分课程没有计入考核，导致资源点击量低、浏览

情况不佳。

3. 师生行为数据有显著相关，教学团队的及时

服务是保证MPOC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来看，师生行为数据项之间

有关联性，教师的发帖、作业批改、站内信等在线教

学行为与学生资源浏览、人际交互、人机交互、课程

成绩等几方面都显著相关，教师导学和促学促进了学

生的在线学习。教学团队对学生学习行为有明显影

响，团队成员及时的辅导和促学服务，有效地提高了

学生在线学习投入、课程交互频次、资源浏览量、学

习效果等，保证了MPOC课程的教学质量。

在试点项目中，各课程团队都组织了符合课程教

学需求的学术和非学术团队，建立了明确的职责分工

和工作机制，为学生提供在线的教学、辅导、促学服

务，效果显著，参与试点的课程无论是课程的交互还

是资源利用情况等过程性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都有

明显提高，教学效果良好。

4. 良好的管理机制保障了在线教学顺利运行

通过课程运行区域对学生学习行为影响因素的分

析发现，办学单位健全、良好的教学政策、制度和充

足的师资对推动教师在线教学和学生在线学习起到重

要作用，能显著提高师生网上教、学的效果。

5. 课程设计对学习行为有导向性，设计简洁的

课程受到学生普遍欢迎

课程教学和页面设计对学生学习行为有一定的引

导性。如果课程教学设计偏向探索型、实践型，那么

学生的人际交互类别行为次数值较大；如果课程偏向

讲授型，则资源浏览类别行为相对更多。如图 2所
示，学生登录、导航栏等其他类别行为次数的平均值

最高，对课程进行分析发现，存在课程页面设计多

样、导航不清晰、学习路径复杂等情况，导致学生在

学习时迷航，需借助导航栏目返回之前浏览的页面，

或需多次点击导航栏目才能找到所需学习的内容。结

合课程设计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分析，以及实际教学和

师生访谈，辅导教师和学生更喜欢设计简单、流式布

局的课程，此类课程一般不会迷航，更有利于辅导教

师组织教学、学生查找资源和完成作业，学生各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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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值都较高。

（二）相关建议

1. 关于课程建设

（1）加强过程性考核，保证考核与课程内容的

一致性

完善网络课程考核方式，提高过程性考核所占的

比例，如通过增加平时学习行为和学习进度考核、加

大人际互动作业的比例等方式引导学生平时学习。做

到学习资源与考核、教学目标设计的一致性，加强资

源和考核之间的关联，使学生通过资源的学习能很好

地完成学习目标和考核，从而增加学生资源的利用

率。同时，注重资源设计的简洁性、生动性和有趣

性，加强导学内容的设计，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

趣，提高资源访问量，落实教学过程。

（2）优化课程设计，完善平台功能

依据学习行为数据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统一和

简化课程页面和布局。通过设计清晰的栏目导航、简

化课程学习路径和增加课程知识地图等方法，减少学

生课程内容查找的时间，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程体

验。规范课程开发过程，建立课程建设和资源上传标

准，便于平台对学习行为的记录和数据统计。增加报

表、信息推动、实时交流等功能或工具，为实时查询

学习情况、教学干预、在线教研、实时提问等提供

可能。

2. 关于课程教学和服务

（1） 配备符合课程教学需求的一站式教学团

队，保障教学质量

配备符合课程教学需求的学术和非学术团队，为

各教学班配备专职辅导教师和班主任，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支持服务，解决学生学科、教务、技术等方方

面面的问题。建立科学、有效的团队工作机制，引导

学生在线学习和交互，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

果。国家开放大学已通过试点工作认识到建立多元

化、一站式的网络教学团队对在线教学的重要性，积

极推动和鼓励各课程、专业建设自己的教学团队。

（2）提供及时的教学服务，鼓励过程性学习

根据学生学习行为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和支持服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加对资源类、活

动类等过程性学习的投入和均衡学习。充分发挥和挖

掘教学团队成员的作用，引导、督促学生参加过程性

学习，如辅导教师通过导学和及时回帖推动学生积极

发帖，班主任老师通过站内信、论坛、邮件、电话等

进一步督促学生完成作业和登录学习。同时，开发徽

章等平台功能，加大对平时学习的奖励，激励学生过

程性学习。

3. 关于管理机制

（1）转变教师职能和考核机制，加强教学团队

建设

MPOC教学模式下，课程组织教学和支持服务

都以教学团队的形式展开，本文介绍的7门试点课程

组成1+N（1位课程负责人，N位辅导教师）的教学

团队，以课程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教学运营。对于学生

数目庞大的课程，教学团队可能是N*（1+N）的组

织形式进行运营和实施教学。在MPOC下，随着团

队中各类教师的工作职责发生转变，相应的教师的考

核机制也应该发生改变，不再对单独的教师进行考

核，而是对教学团队整体考核，教学团队内部则由课

程负责人根据教学情况、学生反馈等对团队成员进行

考核及奖惩。为了保障学生的教学需求，教育机构应

鼓励根据课程特点建设一站式、多元化的教学团队，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服务。同时，教学单位要研

究适合MPOC教学模式的相关教学制度和管理机

制，为教学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和人、财、物的

保障。

（2）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在线教学和服务

能力

通过组织主持教师、辅导教师、班主任、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等的各类培训，提高教师的课程教学设

计、教学组织、导学、促学、技术支持等能力，为学

生提供优质的课程体验和教学以及支持服务。

（3） 共享优秀案例，应用数据分析指导教学

过程

通过分享会、研讨会等方式展示优秀课程设计案

例、分享优秀团队的运行机制，积累和学习先进经

验，整体提升MPOC团队教学水平和改进运行机

制。向课程团队提供行为数据分析结果，全面、客观

地反映教学情况，指导课程教学和运行，保障教学

质量。

本文是对MPOC课程大规模数据整体、初步的

分析，对各类教、学行为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挖掘还

不够深入，下一步将结合定性研究从多角度、多层次

对教学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如深入挖掘不同类别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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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特点、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助对学习行为的影

响、教师教学行为对学生学习的督导作用、课程负责

人的教学干预对促进过程性学习的作用等方面，不断

完善MPOC课程的运行机制和支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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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ehaviors in Massive Private Online Courses and their influencingLearning behaviors in Massive Private Online Cours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data from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factors: data from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Lei Shi, Gang Cheng, Chao Li and Shunping Wei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54,228 distance learners enrolled in 57 Massive Private Online Cours-

es (MPOCs) a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OUC) in the autumn term of 2015. Descriptive and correla-

tion analyses were made of over 56 million learning behavior logs collected. Also drawing upon data

from other sources, including tracking teaching processes, interviews with both staff and students, and

the overall course engagement of OUC students, the study set out to identify features of student learning

behavior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Findings show that MPOC learners varied considerably in their en-

gagement. Most students only cared about assignments and texts directly related to course assessment

and took learning activities as a rush job. In contrast, students of well-organized and well-supported

courses tended to spend more time online and be more engaged. Findings also suggest that teachers’

instruction and learner support effectively facilitated interpersonal an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in terms

of assignment submission, test completion and forum participation but barely increased the use of learn-

ing resources. Effec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adequate course design were also found to be in-

fluencing factors.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OUC we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course develop-

ment, instruction and learner support, and management.

Keywords: Massive Private Online Course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an-

alytic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online course

Interactivity of distance learning toolsInteractivity of distance learning tools

Hongtao Sun, Li Chen and Zhijun Wang
Distance instruction is mediated by technolog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structional interac-

tion. Rap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can facilitate distance instruction. Nevertheless, it remains a chal-

lenge to make sense of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m. Given that instructional in-

teraction is essential to distance education,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investigate how technology

enhances interaction, which in turn impacts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tance instruction.

This study set out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interactivity of distance learning

tools, starting with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application and affordances, discussing how

technology can enhance interface interaction, informational interaction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and de-

veloping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distance learning tool interactivity. This 16-index framework is com-

prised of five dimensions, i.e. ease of operation, connection establishment, information access, content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 framework was then used to compare three

tools-blog, microblog, and WeChat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interactivity.

Keywords: distance learning; instructional interaction; interactivity; connectivism; tool

（英文目录、摘要译者：肖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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