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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网络课程的使用动机、网络课程平台的可用性、网络课程的交互、学生网络课程具体使用情况、

网络课程的学习支持服务等 5 个主要维度，调查了国家开放大学学生使用网络课程的现状。得出结论: 1． 学生使

用网络课程具有多样化特征; 2． 课程教学团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提供了多角度的学习支持服务。在此基础上对

网络课程使用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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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the students of the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u-
sing online courses from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motivation of using online courses，availability of online
course platforms，interaction of online courses，the specific use of online courses by students，and the learning sup-
port services of online courses． Conclusions: 1． Students using online courses hav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2．
The teaching team，managers and technicians provided students with multi － angle supporting services． On this ba-
s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use of onlin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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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况

问题提出。随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网络课程已发展成为现代远程教育的

核心之一。目前国家开放大学已建有 698 门网络课程，其中不乏国家精品课程。这些网络课程是否被有效

利用，是目前大家较为关注的问题。因此提出以下问题: 学生怎么使用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的学习支持服务

如何开展? 学生使用网络课程学习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研究过程。以网络课 MOOC、慕课、在线课程、开放课程等主题搜索，下载文章 119 篇，深度阅读 28 篇，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调查的五个维度。借用国外研究中的“可用性”作为一级指标“平台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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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照朱少英、申国昌精品网络资源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互动性”指标，将“交互”列为一级指标。参照其

“相容性”和黄洵“在线学习资源”一级指标的相关内容，增加“网络课程使用情况”、“动机”、“学习支持服

务”为一级指标，经问卷测试，多次修改形成最终问卷，具体如下:

表 1 问卷的指标

I 级指标 Ⅱ级指标

I － 1 动机 Ⅱ － 1 网络课程的使用原因

I － 2 平台的可用性 Ⅱ － 2 所用平台 Ⅱ － 3 资源的易用性

I － 3 网络课程具体使用情况 Ⅱ － 4 何时学 Ⅱ － 5 学习时间 Ⅱ － 6 怎样学( 学习路径) Ⅱ － 7 学的内容或栏目

I － 4 交互
Ⅱ － 8 交互方式 Ⅱ － 9 交互情况 Ⅱ － 10 形成性考核以外的作业完成情况

Ⅱ － 11 形成性考核作业量的设计

I － 5 学习支持服务 Ⅱ － 12 答疑 Ⅱ － 13 老师对学生学习的鼓励或者激励

抽样情况。按照专、本兼顾，测重专业基础课，精品课程的原则，选择办公室管理等 9 门网络课程作为研

究对象，对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安徽、山东分部 1300 余名学习网络课程的学生，采用分层抽样，按照随机

抽样原则开展了问卷调查，对国家开放大学总部学生及分部的教师、管理、技术人员进行访谈。采用 SPSS
22．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二、描述性统计

从网络课程的使用动机、网络平台的可用性、学生网络课程使用、交互情况，学生支持服务五个维度进行

统计分析。
( 一) 学生使用的动机。学生使用网络课程的主要原因包括老师推荐、在线完成形成性考核作业、辅导

老师使用、同学介绍、其他 5 个选项。其中因老师推荐而使用网络课程人数最多 620 人，占总人数的 49．
8%。其次是在线完成形成性考核作业( 24． 7% ) ，辅导老师使用( 16% ) ，同学介绍( 2． 5% ) ，其他人数最少

87 人，占总人数的 7%。说明学生并未完全适应网络课程学习，需要老师引导。访谈也反映学生选择网络课

程学习，原因是网络课程的便捷性，课程内容适合自学，因此其学习动机即有内部动机，又有外部动机。
( 二) 平台的可用性。平台的可用性包括使用平台、响应速度、视频播放三个问题。
1． 使用平台有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平台、分部平台、分校平台。学生使用最多的是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平

台，863 人，占总人数的 69． 3%。其次是分校平台( 25． 1% ) ，使用最少的是分部平台 70 人，占总人数的 5． 6%。

说明同一门网络课程在多个平台开展教学。
2． 响应速度包括非常慢、慢、一般、快、非常快等 5 个选项。其平均值为 3． 75，标准差 0． 839。其中快的

选项人数最多 581 人，占总人数的 46． 6%。其次是一般( 29． 5% ) ，非常快( 19． 4% ) ，慢( 3% ) 。最低的是非

常慢 19 人，占总人数的 1． 5%。说明平台响应速度基本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网页响应速度超过半数以上学

生能够接受。
3． 视频播放包括打不开、不流畅、还算流畅、比较流畅、非常流畅 5 个选项。其平均值为 4． 08，标准差为

0． 768。其中比较流畅的人数最多 617 人，占总人数的 49． 5%。其次是非常流畅( 30． 3% ) ，还算流畅( 18．
1% ) ，不流畅( 1． 5% ) 。打不开最少 7 人，占总人数的 0． 6%。说明视频播放能够满足学生观看需要。

( 三) 网络课程的具体使用情况。网络课程具体使用包括何时学习、学习时长、学习路径、文字教材与网

络课程的配合、常用模块或栏目 5 个问题。
1． 何时学习有周六日、工作中的闲暇时间、平时的晚上、节假日、其他 5 个选项。学生在周六日学习的人

数最多 381 人，占总人数的 30． 9%。其次是工作闲暇时间( 30． 3% ) ，平时晚上( 29． 5% ) ，节假日最少，占总

人数的 7． 9%。最少是其他 17 人，占总人数的 1． 4%。说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实际自主安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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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习，非常便捷。
2． 每周学习时长分为少于 1 小时、1 － 2 小时、2 － 3 小时、3 － 4 小时、4 小时及以上 5 个选项。学习时长 1

－ 2 小时人数最多 490 人，占总人数的 39． 3%。依次是 2 － 3 小时( 22． 6% ) ，4 小时及以上( 19． 7% ) ，3 － 4

小时( 10． 9% ) 。学习时间少于 1 小时的人数最少 98 人，占总人数的 7． 5%。按算术平均法计算出的平均时

间接近 2 小时，说明学生每周网络课程学习时间比较少，时间投入低。
3． 学习路径包括按章节顺序，按主题、专题，按个人兴趣，按学习按知识重周安排，其他 6 个选项。其中

按章节顺序学习的人数最多 553 人，占总人数的 44． 4%。其次是按主题、专题( 20． 9% ) ，按个人兴趣( 12．
6% ) ，按知识重点( 11． 2% ) ，按学习周安排( 9． 8% ) 。其他最低 14 人，占总人数的 0． 1%。说明网络课程为

学生提供了多种学习路径，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4． 文字教材与网络课程的配合包括以文字教材为主，经常浏览网络课程; 以文字教材为主，偶尔浏览网

络课程; 以网络课程为主，经常阅读文字教材; 同等重要，没有主辅助之分; 以网络课程为主，偶尔阅读文字教

材 5 个选项。其中以文字教材为主，经常浏览网络课程的最多 545 人，占总人数的 43． 7%。依次是以文字

教材为主，偶尔浏览网络课程( 18． 8% ) ; 以网络课程为主，经常阅读文字教材( 16． 9% ) ; 同等重要，没有主辅

助之分( 14． 2% ) 。最低是以网络课程为主，偶尔阅读文字教材 80 人，占总人数的 6． 4%。说明学生学习方

式主要以学习文字教材为主，还未形成以网络课程学习为主，完全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模式，文字教材仍是

不可或缺的学习资源之一。
5． 常用模块或栏目包括课程导学、课程论坛、视频课堂、边学边练、形成性考核作业、交流讨论、案例分

析、复习指导、拓展资源、学习安排、其它 11 个选项。其中视频课堂人数最多 710 人，占总人数的 63． 1%。

依次是形成性考核作业( 60． 2% ) ，课程导学( 57． 1% ) ，课程论坛( 55． 8% ) ，案例分析( 47． 3% ) ，边学边练

( 45． 3% ) ，复习指导( 44． 9% ) ，交流讨论( 38． 5% ) ，拓展资源( 29． 1% ) ，学习安排( 25． 3% ) 。最少的其他 38

人，占总人数的 3%。说明网络课程的学习资源对学生学习均有帮助，其中视频资源更受学生欢迎，是现代

远程教育最有代表性、易用的学习资源。
( 四) 网络课程的交互情况。网络课程交互包括交互方式、交互状态、自测题完成情况、形成性考核作业

量设计 4 个问题。
1． 交互方式包括 QQ、微信、课程论坛、交流讨论等模块，电话、邮件、小组集体学习、其他 7 个选项。其中

使用最多的是 QQ697 人，占总人数的 46． 6%。依次是微信( 27% ) ，课程论坛、交流讨论模块( 11． 8% ) ，电话

( 1． 9% ) ，邮件( 1． 5% ) ，小组学习( 1． 3% ) 。其他最少 7 人，占总人数 0． 6%。说明学生最常用的交互工具

是 QQ，以小组开展的协作学习很少。
2． 学生交互的状态包括不关注、不参加，仅浏览他人发贴自己不发贴，浏览他人发贴自己偶尔发贴，按老

师要求讨论并发贴，积极参加讨论并发贴 5 个选项。其平均值 4． 2，标准偏差 0． 958。其中积极参加讨论并

积极发贴的人数最多 580 人，占总人数的 46． 5%。依次是按老师要求并发贴( 35． 6% ) ，浏览他人发贴自己

偶尔发贴( 11． 6% ) ，仅浏览他人发贴自己不发贴( 3． 6% ) 。最低不关注，不参加 32 人，占总人数的 2． 6%。

说明交互的参与度低，不活跃。
3． 自测题完成情况包括小于 25%、25% －50%、50% － 75%、75% － 100% 、100% 5 个选项。其平均值

3． 56，标准偏差 1． 055。其中完成 75%至 100%的人数最多 567 人，占总人数的 45． 5%。依次是完成 50% －
75% ( 24． 5% ) ，75% － 100% ( 15． 7% ) ，25% － 50% ( 7． 6% ) 。完成作业小于 25% 的人数最少，占总人数的

6． 7%。说明自测题对学生学习以及通过考试的帮助较大。
4． 形成性考核作业量的设计包括题量过小、题量稍小、题量适合、题量过大、题量稍大 5 个选项。学生选

择题量适合比例最高，占总人数的 66． 4%。依次是题量稍大( 22． 8% ) ，题量过大( 9． 8% ) 题量稍小( 1% ) 。

最低的是题量过小 1 人，占总人数的 0． 1%。因分数设定适合为 0，其平均值为 0． 41，标准偏差为 0． 68。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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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形成性考核量的设计比较科学，适合学生。
( 五) 学习支持服务。学习支持服务包括学生遇到问题能否得到老师回复，学生遇到问题向谁求助，学

生是否得到鼓励或提醒 3 个问题。
1． 问题回复包括未得到回复、异步回复、实时回复 3 个选项。其平均值为 2． 69，标准差为 0． 511。其中

实时回复人数最多 895 人，占总人数的 71． 8%。异步回复( 25． 8% ) 。未回复，人数最少 30 人，占总人数的

2． 4%。多数学生能得到老师的实时回复，说明老师对学生学习比较负责。
2． 学生遇到问题一般向谁求助分为向同学、面授老师、班主任、国开老师、自己解决、其他等 6 个选项。

其中学生求助最多的是班主任老师 904 人，占总人数的 72． 6%。依次是面授课老师 ( 60． 4% ) ，同学 ( 51．
5% ) ，国开老师( 23． 4% ) ，自已解决( 12． 6% ) 。最低的是其他 23 人，占总人数的 1． 8%。说明非学术性学习

班主任老师发挥主要作用，学术性问题面授辅导老师起主要作用。
3． 学生是否得到老师鼓励或提醒包括一直得到老师鼓励、经常得到老师鼓励、偶尔得到老师鼓励、从未

得到老师鼓励、其他 5 个选项。其平均值为 4． 24，标准差 0． 852。其中一直得到鼓励学生 578 人，占总人数

的 46． 4%。依次是经常得到老师鼓励( 35． 2% ) ，偶尔得到老师鼓励( 15． 6% ) ，从未得到老师鼓励( 1． 8% ) 。

其他最少 13 人，占总人数 1%。说明大部分学生能得到老师的关心或者关注，个别学生尚未得到老师关注。

三、差异性分析

( 一) 专、本科与网络课程学习时长等八个变量间的差异性分析

经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学习时长在专、本科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 2． 217，P 值 = 0． 028) ; 网上讨论

在专本科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 1． 355，P 值 = 0． 000) ，从平均值看，本科较专科在网上讨论变量的活跃程度

高，差值最大，本科为 4． 31，专科为 4． 07; 老师鼓励在专、本科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4． 311，P 值 = 0． 000) 。响

应速度、视频播放、自测题完成，形成性考核作业量的设计，问题回复在专、本科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二) 性别与网络课程学习时长等八个变量间的差异性分析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学习时长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2． 213，P = 0． 027) ，男生学习时长高

于女生( 男 3． 05 小时 /周，女 2． 89 小时 /周) ; 自测题完成情况在男、女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2． 971，P 值 = 0．
003) ，男生高于女生( 平均值男 3． 66，女 3． 48) ; 形成性考核作业量设计适合程度男、女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 2． 088，P = 0． 000) 平均值女 0． 35，男 0． 49，女生更接近于 0，女生认为作为形成性考核作业量设计更为适

合。而响应速度、视频播放、网上讨论、问题回复、老师鼓励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三) 年龄与网络课程学习时长等差异性分析

经卡方检验发现: 年龄与形成性考核作业量设计存在显著性差异，问题回复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
005) ，其中 40 岁以上学生形成性考核作业量适合度最高，平均值为 0． 24，更接近于 0; 20 － 30 岁的学生形成

性考核作业量适合程度最低，为 0． 44。年龄与问题回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 003) ，其中 20 － 30 岁学生认

为问题回复及时，平均值为 2． 86; 40 岁以上学生认为问题回复及时性稍差一些，其均值为 2． 63。而且发现

年龄与响应速度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 000) ，其中 20 岁以下认为响应速度稍快一些，其平均值 2． 72; 而

40 岁以上的认为响应速度稍慢一些，其均值为 2． 63。而年龄与学习时长，视频播放、网上讨论、老师鼓励、自
测题的完成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四、结论及建议

( 一) 调查结论

1． 学生使用网络课程具有多样化特征。学生无论在学习动机、学习风格、知识储备水平，认知程度，接受

新知识的能力，还是网络的获取信息速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学习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有

81

李伟龙 ． 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使用的调查研究［J］．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 2) ．



限时间，选择学习资源，选择不同的学习路径，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不同的交互方式，遇到困难求助

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最终通过课程考试。
2． 课程教学团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提供了多角度的学习支持服务。课程教学团队由课程主持老师，

主编、主讲老师，分部责任老师，分校、教学点面授老师，班主任等构成，按照既定职责、分工，团队协作为学生

提供学习支持服务。其中主持教师负责课程教学的统筹规划，开展教研活动，收集教学反馈，课程改进。主

编主讲教师担任教材编写视频资源录制。责任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和教学安排。面授教师参与教学活动，批

改作业，辅导答疑等。班主任为学生提供教学活动及学习活动的信息，督促或提醒学生参加，为学生提供相

关的咨询服务。管理人员对网络课程教学进行监控和检查，为教师提供学生学习进度，考试管理服务。技术

人员为网络课程制作、使用培训和平台运维及网络课程教学开展提供技术支持。
( 二) 学生使用网络课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通过调查，学生对 9 门网络课程给予了高度认可，说明这些网络课程建设和教学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课程建设和教学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伴随网络课程教学不断满足学生需求，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动机由外

向内的转变，激发着师生交互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促进高层次交互———概念交互的发生。但学生学习的差

异化对网络课程教学提出了深层次要求，网络课程使用中仍存在: 网络课程平台功能急需整合与改进，学生

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老师回复，个别学生未能得到老师的关注等问题。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线下教学措手不及，在“停课不停学”号召下，网络课程发挥了巨大的替代作

用，网络课程的教学质量备受社会关注。教育部下发的《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强调国家开放大学

高等学校的属性，明确省级广播电视大学转型为地方开放大学，按照“两级统筹、四级办学”体制运行。这对

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建设及教学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 整合网络课程平台功能，为学生提供一站式学习及管理服务。设立国家开放大学总部和分部两级平

台，总部负责课程总的统筹规划，对分部教学指导，教学过程监控与检查; 开展总部实验学院学生教学与管

理。分部负责开展省内学生的教学及教学监控。并整合不同平台功能，让学生从选择网络课程到终结性考

试等所有学习过程均在同一平台实现。
2． 加强网络课程交互设计，提高交互水平。增加交互活动次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交互机会。加强交互

活动设计、引导，监控，设计能引起学生兴趣，前沿或热点、与生活联系密切的主题。交互活动前、中后均有老

师参与设计并指导。老师可按活动中学生不同表现等级记分并纳入形成性考核成绩。能根据学科性质和学

科特点灵活设置交互模块。建议视频模块嵌入提问工具，让学生更多得到老师实时及异步回复，甚至有些网

络课程可采用 QQ 授课。
3． 加强学习支持服务，提高网络课程学习效果。配备、引进满足网络课程教学需要的教师，加强对外聘

教师的培训，提升教师教学和科研能力。制订、完善网络课程教学团队激励性文件，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并

与老师职务职称晋升关联，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开发网络课程智能答疑系统，减轻教师的答疑负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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