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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三通两平台”应用的逐步推广，网络学习空间成为学生改变学习方式、开展知识建构的重要
平台。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他人交流、协作，即知识共享。为研究学生在空间中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并为学生网络学习知识建构和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结合评价顾忌，构

建了网络学习空间学生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然后提出研究假设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

模型和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及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与验证。结果表明，７２．４％的学生在使用网络学习空间时会进行
知识共享，但共享的主要是简单的学习材料；结果预期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评价顾忌对知识共享

行为有负向影响；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行为有间接的正向影响，对结果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

究建议提高学生结果预期、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和减少评价顾忌提升网络学习空间中学生知识共享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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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办公厅（２０１６）印发的《２０１６年教育信息
化工作要点》明确指出，全面完善“三通两平台”建

设与应用，重点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网络

学习空间开通数量超过６５００万，８０％以上的教师和
５０％初中以上的学生拥有实名空间，逐步实现“一
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当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

根据先验知识，在与他人合作、对话、交流的过程中

进行知识建构，这个过程即知识共享。知识共享的

本质是用户之间的一种社会交换行为，这种交换行

为保证了网络学习空间充满生机与活力（王贵等，

２０１０）。没有知识共享活动，网络学习空间将难以保
持长久的“生命力”。因此，研究学生使用网络学习

空间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了解网络学习的影响因素，

以便制定策略提升网络学习空间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一、研究基础

国内外对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很大

进展，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科研团队、知识联盟、知

识员工、（教育、学术）虚拟社区等（师桂芳，２０１３），
理论视角主要有经济交换理论（Ｈ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社会交换理论（Ｂ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社会资本理论
（张鼎等，２０１２）、社会认知理论等（见表一）。
　　其中，社会认知理论是班杜拉结合行为主义和
社会学习的概念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逐步构建

的，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用于验证个体行为的理

论。该理论认为行为、个体因素、环境三者之间存在

三元交互的相互影响（代宝等，２０１４），即三元交互
决定论。该理论对结果预期和自我效能感的阐释，

与减少知识共享障碍因素有关。因此本研究以社会

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已有研究提出的知识共享影

响因素模型及心理因素（评价顾忌）构建了网络学

习空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模型。

其中，个体因素主要强调认知性因素，而认知性

因素主要指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自我效能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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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知识共享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

理论基础 主要观点

经济交换理论 知识共享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

社会交换理论 知识共享是互惠的交换行为，以报酬和代价进行衡量

社会资本理论 知识共享基于结构性、联系性、认知性三个维度

社会认知理论 知识共享是个体、行为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定义为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需的行动过

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班杜拉，２００１），主要
是指人们完成某行为时所具有的信念。结果预期被

定义为个体对某一特定行为执行后可能产生结果的

判断。班杜拉（１９７７）指出结果预期包含三方面内
容：身体结果（疼痛、不舒服等）、社会结果（社会认

可、金钱报酬等）、自我评价结果（自我满足、自我贬

低等）。本研究对个体因素的研究主要从知识共享

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出发，结果预期主要指社会

结果。

环境因素对个体认知中意愿和能力预期具有干

预和调节作用（夏瑞卿等，２０１３），因此好的环境因
素有利于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本研究的环境因素

主要指信任。麦克奈特等（ＭｃＫｎｉｇｈ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将
信任定义为一方相信并依赖另一方。本研究认为只

有网络学习空间中的学生相互信任，交互环境良好，

才会有助于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

二、研究假设

（一）知识共享行为

范德（Ｖａｎｄｅｎ）认为知识共享是个体之间相互
交换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并且共同创

造新知识的过程。知识共享过程即学习者在网络学

习空间中通过论坛发帖、回帖等形式进行知识共享，

目的在于通过知识的交流，扩大知识的利用价值并

产生知识的效应，有助于学生建构知识，提高学习效

果，培养持续性创新精神。

（二）结果预期

结果预期是个人对完成任务所带来结果的判

断，我们对结果预期的研究主要是社会结果，即获得

其他学生的尊敬、认可。尚永辉等（２０１２）通过调查
研究发现结果预期与知识共享行为没有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而自我效能感与结果预期、知识共享行为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鼐等（２０１０）研究发现结果
预期对虚拟社区用户的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Ｈ１）：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结果预期对
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简称ＫＳＳＥ）

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身完成某项任务或工作

行为的信念。知识管理中运用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研

究个人自我信念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胡常平等（Ｈｕ
＆Ｌｉ，２０１４）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行为
有显著的影响；范阿克等（ＶａｎＡｃｋｅｒ，２０１４）研究证
实自我效能感某种程度能够解释知识共享行为的差

异，以及知识共享的意愿；罗洪云等（２０１４）研究发
现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对虚拟科研团队的知识共

享行为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本研究假设：

假设２（Ｈ２）：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知识共享自
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３（Ｈ３）：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知识共享自
我效能感对结果预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信任

信任（Ｔｒｕｓｔ）是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重要环
境因素。许孟祥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把信任分

为经济基础信任、信息基础信任和情感基础信任。

经济基础信任是指学生因参与知识共享可降低成

本（时间）、增加收益（知识增长）而建立起来的信

任（张敏等，２０１５）；情感基础信任是学生通过情感
交流而建立起来的信任，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社区

要先建立经济基础信任，再逐步发展情感基础信

任，并且情感基础信任对知识共享行为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胡常平发现在虚拟学习社区中信任

对学生的知识共享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假设：

假设４（Ｈ４）：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经济基础信
任对情感基础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５（Ｈ５ａ）：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经济基础信
任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５（Ｈ５ｂ）：在网络学习空间中，情感基础信
任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６（Ｈ６）：在网络学习空间中，信任与知识
共享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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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顾忌

评价顾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指害怕遭
受别人的负面评价，抑或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博德亚等人（Ｂｏｒｄ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评价
顾忌负面地影响知识共享意愿。

弗雷德里克认为这种评价顾忌对用户来说就

是知识共享需要付出“代价”，评价顾忌会发生在

不同的情况下，但评价顾忌在知识共享的文献综

述中并不多见。胡凡刚等（２００９）借助虚拟社区平
台，以“学习科学与技术”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

出虚拟学习社区用户不存在心理不安全因素（作

者理解为评价顾忌）。弗雷德里克等通过研究教

师开放教育资源的知识共享行为，没有发现评价

顾忌与知识共享行为和共享意愿有较强的相关关

系。本研究将评价顾忌作为知识共享的影响因

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７（Ｈ７）：在网络学习空间中，评价顾忌对
知识共享行为有负向影响。

假设８（Ｈ８）：在网络学习空间中，评价顾忌与
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由此，本研究基于环境、认知、行为三个维度构

建了网络学习空间中的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见

图１），知识是可以被学生主体共享、访问和检索的
对象，知识共享过程被看作是主体的一种行为；自我

效能感和结果预期是影响学生主体认知的因素；信

任是影响学生行为的主要环境因素。

图１　网络学习空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

三、研究过程和结果

（一）问卷编制、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基于云平台搭建的网络

学习空间为研究环境，选取使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

学习的部分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包含两部分，

第一部分关注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

专业等；第二部分为问卷的核心内容，共１６个题项，
测量的潜在变量分别为知识共享行为（２个题项）、
经济基础信任（２个题项）、情感基础信任（２个题
项）、结果预期（２个题项）、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４
个题项）、评价顾忌（４个题项）（见表二）。这１６个
项目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包括完全不同意

（１分）、较不同意（２分）、一般（３分）、较同意（４
分）、完全同意（５分）。研究共发放问卷３４５份，其
中，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６０份，纸质问卷２８５
份，回收问卷 ３１５份，回收率为 ９２．８％，有效问卷
２７９份，有效率为８８．６％。

表二　结构与来源

项目维度 题项 来源

知识共享行为 １～２ 徐美凤（２０１１）

结果预期 ３～４ 徐美凤（２０１１）

信任
经济基础信任 ５～６ Ｒａｔｎａｓｉｎｇａｍ（２００５）

情感基础信任 ７～８ Ｒａｔｎａｓｉｎｇａｍ（２００５）

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 ９～１２ 徐美凤（２０１１）

评价顾忌 １３～１６ Ａｃｋｅｒ（２０１４）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１．样本人口学特征
参与此次调查的男女生比例为１：３．５；８４％的

学生登录网络学习空间的设备是笔记本电脑和智能

手机；学生每天上网２～６小时，而在网络学习空间
中学习的时间少于１．５小时；在网络学习空间学习
的主要目的是遵从老师的要求、完成作业、通过考

试，只有２０％的学生是为了扩大知识面，这说明学
生参与网络学习空间的主动性低。

２．测量模型检验
问卷题项虽来自较成熟的问卷，但为了保证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测量模型的信

度、效度进行检验，以保证结构模型检验有意义。测

量模型检验包括信度分析及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检

验。信度分析采用的是克龙巴赫系数，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中的信度分析方法计算出该值，若 α系数大于或等
于０．７，则说明问卷有较高信度，即测量模型较好。
复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指测量题目的内在
一致性，复合信度的值大于 ０．７，说明该潜在变量的
测量题目间有较好的一致性。由表三可看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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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变量的 α值均大于 ０．７，复合信度值均大于
０７，说明测量模型的信度较好，测量数据有很好的
一致性（张思等，２０１４）。知识共享行为的均值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这说明在网络学习空间中，学生的知

识共享行为次数较少，更需要研究网络学习空间知

识共享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改善学生的知识共享行

为提供依据。

表三　测量模型的信度检验

潜在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复合信度（ＣＲ）

知识共享行为 ２．８６７ ０．９７６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５

经济基础信任 ３．６７０ ０．８４３ ０．７００ ０．７００

情感基础信任 ３．０００ ０．８６１ ０．７７０ ０．７５３

自我效能感 ３．２８４ ０．７７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３

结果预期 ２．８４４ ０．９７６ ０．８３２ ０．８３４

评价顾忌 ２．８００ ０．８８６ ０．８５９ ０．８６０

　　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由以下三个特征值说明：
１）测量题目的因子负荷量显著且大于 ０．７；２）潜在
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
ｔｅｄ，简称ＡＶＥ）大于 ０．５；３）同一潜在变量的测量题
目的复合信度大于 ０．７（荣泰生，２００９）。满足以上
三点说明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测量模型的收

敛效度表明，测量题目的因子载荷大于 ０．７，潜在变
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大于 ０．５，复合效度大于 ０．７
（见表四）。以上三点说明测量模型具有很好的收

敛效度。

测量模型区分效度采用的是潜在变量的平均方

差提取值的平方根大于该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相

关系数，即主对角线上的值大于其所在的行和列的

值，说明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较好。由表五可知，主

对角线上的值大于其所在的行和列上的值，说明测

量模型的区分效度是合适的。

３．结构模型检验
本研究运用 ＩＢＭＡＭＯＳ２１．０对测量模型进行

结构模型检验，评估研究模型的拟合度。模型的拟

合度有较多测量指标，最常用的是绝对适配度指数。

本文采用绝对适配度指数及增值适配度指数说明模

型的拟合度，主要有卡方自由度比（ＣＭＩＮ／ＤＦ）、适
配度指数（ＧＦＩ）、调整后的适配度指数（ＡＧＦＩ）、规
范适配指数（ＮＦＩ）、比较适配指数（ＣＦＩ）、近似误差
均方根（ＲＭＳＥＡ）（见表六）。Ｐ值为显著性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有很好的拟合度，且模型分析的值均
高于各指标的推荐值，由此可以认为该研究模型的

拟合度较好。

４．假设检验
本研究通过 ＡＭＯＳ２１．０验证理论模型的各路

径假设（见表七）。在网络学习空间中，知识共享行

为受到结果预期（β＝０．４２，Ｐ＜０．００１）和评价顾忌
（β＝－０．１４，Ｐ＜０．０５）的影响，结果预期对知识共
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评价顾忌对知识共享行

为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情感基础信任受经济基础

表四　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

观察
变量

潜在
变量

因子
载荷

测量
误差

复合
信度

平均方
差提取

观察
变量

潜在
变量

因子
载荷

测量
误差

复合
信度

平均方
差提取

ＫＳ１

ＫＳ２

Ｔ１ａ

Ｔ１ｂ

Ｔ２ａ

Ｔ２ｂ

ＥＰ１

ＥＰ２

知识共

享行为

经济基

础信任

情感基

础信任

结果

预期

０．８５ ０．２７

０．８１ ０．３５

０．７２ ０．４８

０．７７ ０．４１

０．７９ ０．３７

０．８０ ０．３６

０．８３ ０．３１

０．８６ ０．２７

０．８１６ ０．６７３

０．７１４ ０．５３４

０．７７６ ０．６３４

０．８３１ ０．６８１

ＳＥ１

ＳＥ２

ＳＥ３

ＳＥ４

ＥＡ１

ＥＡ２

ＥＡ３

ＥＡ４

自我

效能

感

评价

顾忌

０．７７ ０．４１

０．８１ ０．３５

０．７７ ０．４１

０．８０ ０．３６

０．７５ ０．４４

０．７４ ０．４５

０．８５ ０．２７

０．７２ ０．４７

０．８６６ ０．６０２

０．８５２ ０．６１４

　　注：１）复合信度的计算方法依据计算公式：ρ＝ （Σ标准化因素栽荷）２
（Σ标准化因素栽荷）２＋Σ测量误差

２）平均方差抽取量计算公式：ρ＝ （Σ标准化因素栽荷）２
（Σ标准化因素栽荷）２＋Σ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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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

潜在变量 知识共享行为 经济基础信任 情感基础信任 自我效能感 结果预期 评价顾忌

知识共享行为 ０．８２０

经济基础信任 ０．４１０ ０．７３１

情感基础信任 ０．４７０ ０．６０７ ０．７９６

自我效能感 ０．５３５ ０．６４７ ０．７０５ ０．７７６

结果预期 ０．７５９ ０．４８７ ０．６０５ ０．６０８ ０．８２５

评价顾忌 ０．０７１ ０．０ ０．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４ ０．７８４

表六　研究模型的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Ｐ ＣＭＩＮ／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推荐值 ＞０．０５ ＜２．０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０５

模型分析 ０．０５２ １．２４８ ０．９５２ ０．９３１ ０．９４７ ０．９８９ ０．０３

表七　假设验证结果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β）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 验证情况

Ｈ１ 结果预期→知识共享行为 ０．７１  支持假设

Ｈ２ 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知识共享行为 ０．１８ ０．１３５ 不支持

Ｈ３ 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 ０．６４  支持假设

Ｈ４ 经济基础信任→情感基础信任 ０．７０  支持假设

Ｈ５ａ 经济基础信任→知识共享行为 ０．１３ ０．１９７ 不支持

Ｈ５ｂ 情感基础信任→知识共享行为 －０．１５ ０．３１０ 不支持

Ｈ６ 情感基础信任→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 ０．７８  支持假设

Ｈ７ 评价顾忌→知识共享行为 －０．１４  支持假设

Ｈ８ 评价顾忌→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 －０．１３  支持假设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信任的影响较大（β＝０．７０，Ｐ＜０．００１），说明在网络
学习空间中，要先建立经济基础信任，再逐步发展为

情感基础信任；评价顾忌对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有

直接的负向影响；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对结果预期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０６４，Ｐ＜０．００１）。本研究
没有证实信任和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行

为有直接影响，但通过数据可计算出信任和知识共

享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行为有间接影响。

经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将网络学习空间中影响

学生知识共享的内部因素模型进行修正（见图２）。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建构了网络学习空间

学生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

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和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
及理论模型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论如下：

１）结果预期对网络学习空间学生知识共享行为有

图２　修正模型

直接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与许孟祥等（Ｈｓ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和李志宏等（２００９）的研究结论一致，意味着学生
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知识共享时，期望获得比较好的

结果，希望通过知识共享来增强与其他学生的联系。

２）评价顾忌对网络学习空间学生知识共享行
为有直接负向的影响，说明学生在网络学习空间中

进行知识共享存在某种程度的顾忌，这种顾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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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积极的知识共享。

３）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对网络学习空间学生
知识共享行为有间接的影响。本研究未证实知识共

享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但是

通过数据计算可知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享

行为有间接的影响，自我效能感越强的学生，自信心

越强，获得其他学生认可的意愿越强，越有助于知识

共享行为的发生。

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是个新兴方向。建设更多

更好的网络学习空间的落脚点是增强或改变学生的

学习效果，实现个性化教育（祝智庭，２０１５）。目前
网络学习空间的不足在于侧重以教为中心，学生的

主体意愿和能动性难以得到较好的支持。知识共享

能使网络学习空间充满活力，能满足空间学生的互

动性要求。本研究从以下方面给出了建议，以提升

网络学习空间学生知识共享的有效性。

（一）提高学生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

网络学习空间可对积极进行知识共享的学生进

行公开表扬，在所有学生的公告栏上发布“共享之

星”排行榜，以此鼓励学生知识共享行为，也可把学

生互动较多的文章和主题等进行分类保存到“共享

精华区”等，增强网络学习空间学生进行知识共享

的成就感，还可将“共享精华区”的资源推送给所有

学生，扩大知识共享范围。

（二）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虽未证实知识共享自我效能感对知识共

享行为有直接的显著性影响，但结果表明知识共享自

我效能感通过结果预期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间接影

响。因此，提高网络学习空间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是很

必要的。提高网络学习空间的易用性是提高学生自

我效能感的首要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发布网络学习空

间的学习手册、常见问题解决等，让学生不会因为技

术使用问题而降低使用网络学习空间的信心。

（三）降低学生的评价顾忌

评价顾忌是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因素。研究表

明，评价顾忌对知识共享行为有负向的直接影响，因

此要降低网络学习空间学生的评价顾忌。学生共享

知识，难免会有错误，指导教师发现这类错误时，要

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等。

本研究主要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索网络学习空

间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其它理论涉及的影响因素

并未考虑，后续研究将会整合其他理论的合理内核，

扩大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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