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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前国内外从学习者角度专门针对慕课这种新型在线教育的学习支持服务的研究还较少。因
此，本研究从学习者对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视角切入，首先根据学习支持服务相关模型及慕课的特点构建

了慕课学习支持服务评测模型，包括导学、学习方式、学习设施、管理服务及促学五个因子；然后设计并发放问

卷，并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和ＡＭＯＳ２１．０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所构建的学习支持服务模型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各因子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７；导学、促学和管理服务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Ｐ＜０．０５），
其中促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导学和管理服务；性别、年级在学习支持服务各因子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中对某些路径具有调节效应；此外，所构建的学习支持服务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对慕课学习效果的解释力度

达到４８．４％。研究还发现，目前学习者对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并不高，其中对导学的满意度最低，慕课学习
效果有待提升；除了促学，学习者对慕课学习支持服务其它维度的满意度均在专业（分为理科、工科和文科）上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导学服务、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
以及考虑调节效应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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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瑞典远程教育学家霍姆伯格认为远程教育包括

课程资源和学习支持服务两部分（丁兴富，２００１）。
学习支持服务指远程教学院校为其学生提供的以师

生或学生之间人际面授和基于技术媒体的双向通信

交流为主的各种信息、资源、人员和设施的支助服务

的总和。学习支持服务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远程学习

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也是远程教育院

校保证远程教育质量、降低辍学率的基础和关键。

方舟等（２０１０）通过调研得出学习支持服务与学习
参与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其中网络平台服务和学习

中心教学教务管理服务均与学习参与度各因子显著

正相关。可见，学习支持服务在远程教育质量保证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 ＭＯＯＣ快速发展过程中
存在诸多问题，如慕课学习中断现象比较严重等

（方旭，２０１５）。郑勤华等（２０１５）指出学习支持服务
的常态化和社会化是改进慕课教学的最重要因素，

需要在慕课平台中更多引入社交网络，促进社会化

学习。因此，对慕课学习支持服务展开专门研究显

得很有必要，以不断提升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水平以

及慕课教学质量和效果。

目前专门针对慕课学习支持服务的研究还较

少，本研究从国内外相关数据库中检索到一些文献。

郑勤华等（２０１５）指出目前慕课学习支持服务的形
式多样，支持力度相对薄弱，多数课程专注于课程内

容本身，不强调必要的学习支持服务。尹睿等

（２０１５）在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和Ｕｄａｃｉｔｙ平台上抽取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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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已上线课程作为分析样本（共 １３０门课程），
发现内容忽视知识在交互中的生成与创造、课程评

价缺乏学习为本的评估及反馈引导、课程开发无法

支持个性化学习空间的构建等。霍洛泰斯库等

（Ｈｏｌｏｔｅｓｃｕ，２０１３）探讨了社交媒体和微博平台在慕
课中的作用，并在一门慕课中对社交媒体的应用进

行了设计。辛哈（Ｓｉｎｈａ，２０１４）针对慕课人数众多的
特点提出了一种生成慕课动态学习小组的方法。目

前对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慕课

平台学习支持服务现状的调查上，从学习者角度对

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的调查研究还很少见，关

于学习支持服务与慕课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的定量研

究也很少。本研究从学习者角度对慕课学习支持服

务满意度问题进行探讨，包括慕课学习满意度模型

构建、结构方程计算以及对策提出等，弥补了相关研

究的不足。

二、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模型构建

丁兴富（２００２）将学习支持服务分为信息服务、
资源服务、人员服务、协助组织和开展实践性教学、

对远程学习者的评价以及设施服务。朱祖林等

（２００９）将学习支持服务分为导学、资源、设施、管理
和咨询服务。朱祖林等（２００７）进一步构建了远程
学习支持服务评价模型，将学习支持服务分为导学、

助学和促学３个一级指标以及２４个二级指标，并利
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模型拟

合度良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郑勤华等

（２０１５）提出常见的导学、督学 、助学三类服务，具
体又分为课程介绍、学习指南、常见问题、信息提

醒、线上讨论等十项内容。本研究在上述学习支持

服务模型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慕课的特点，构建了

慕课学习支持服务评测模型。目前，除了视频学习

外，教师对学习者的线上线下指导也是慕课学习的

核心组成部分。学习者可以和教师在慕课专设的论

坛中进行交互，也可以和教师进行实时的在线交互，

有的慕课还提供一定的面授辅导，因此本研究认为

导学是慕课学习支持服务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慕课教学方一般提供专门的慕课学习平台，包括慕

课学习网站、学习论坛等，因此本研究提出学习设施

这一变量。慕课教学方一般均针对每门课程专门建

立虚拟学习社区，如网络论坛、ＱＱ群等供学习者交
流使用，学习者间的交互是慕课学习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研究提出学习方式这一变量。同伴互评指的

是慕课学习者以小组形式对作业相互评价，目前很

多慕课采用同伴互评的方式，因此本研究将同伴互

评纳入学习方式变量中。目前大多数慕课在开课前

提供给学习者很多课程信息，包括课程计划、考核方

式以及证书获取等，这有助于学习者顺利学习，本研

究提出管理服务这一变量。咨询服务某种程度属于

管理服务，因此本研究将咨询服务并入管理服务。

评价是慕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慕课评价包括形成性

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等，因此，本研究将评价纳入学习

支持服务体系中。由于慕课的教学实践环节几乎处

于空白状态以及慕课大多以单门课程的形式开设，

本研究并未将教学实践环节纳入学习支持服务体

系。最终构建的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模型见

表一。

三、实证研究过程和结果

（一）研究框架

本研究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慕课学习

支持服务与学习效果关系研究框架（见图１），并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图１　慕课学习支持服务与学习效果关系研究框架

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可以帮助学生解答疑问，促

进学生的学习。导学在保证学生顺利学习以及保持

和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及时、

全面深入的指导对学生非常必要。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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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

导学

通过面授辅导、音像辅导、网上辅导答
疑、个别辅导等教学活动，引导和指导
学生自主学习和掌握知识；配备合格的
师资

面授答疑

视频答疑

与教师在网络论坛的交互

教师对我的个人辅导

教师和助教配备完备

朱祖林等（２００７）；朱祖林（２００９）；郑勤华
等（２０１５）；丁兴富（２００２）

学习设施
提供网络学习平台以及多媒体学习辅
助资源

慕课平台提供辅助课程资源，例如电子
文献、课程ＰＰＴ等

慕课平台提供网络教学平台、虚拟论坛
等设施

朱祖林等（２００７）；朱祖林（２００９）；郑勤华
等（２０１５）

学习方式
与其他学习者协作学习，有利于相互激
励、相互学习及知识掌握和能力提高，
对完成学业具有重要意义

与学生在论坛或其它虚拟社区交互

小组协作学习

慕课作业互评活动

朱祖林等（２００７）

管理服务
及时提供学习者需要的信息、相关咨询
服务和文件、制度等

慕课提供的与学习有关或无关的咨询
服务

慕课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有关开课、教
学、辅导、考试等方面的信息

慕课平台提供有关文件、制度

朱祖林等（２００７）；朱祖林（２００９）

促学
通过平时作业和联系、期末考试等考
核手段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进行监控
和评价，促使学生完成自主学习任务

平时作业与练习（含网上自测）

慕课期末考试

朱祖林等（２００７）；丁兴富（２００２）

　　 Ｈ１：导学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学习设施对于保证学习者顺利学习保持或提升

学习者的良好情绪和体验等有着重要意义。良好的

学习设施包括良好的平台界面设计、清晰的导航机

制等，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慕课学习效果。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Ｈ２。
Ｈ２：学习设施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对于知识建构有重要意义，

尤其对慕课这种新型在线教育来说，学习者数量庞

大，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而且慕课学习者来源和分布很广，提供了良好的交

流机会，学习者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交流和讨

论，扩大视野，达到知识建构的目的。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Ｈ３。
Ｈ３：学习方式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良好的管理服务是学习者顺利学习的重要保

证。很多慕课学习者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错过慕课

学习和测试，因此对于学习者及时的提醒显得很有

必要。教学方应及时公布课程学习计划、安排及考

评标准等，以便学习者进行相应的准备和安排。对

与学习者相关的慕课学习文件、制度等的及时公布

对于学习者的顺利学习也很重要。综上，本研究提

出假设Ｈ４。
Ｈ４：管理服务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促学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保证学习质量

起着重要作用。适合慕课学习形式的考核评价制度

对于提升学习效果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让学生发现

问题，提升学习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Ｈ５。
Ｈ５：促学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男性学习者整体上更偏向于使用计算机网络，

对于男性学习者来说，导学对其学习效果的影响可

能比女性学习者要小。同理，对于男性学习者来说，

管理服务和促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要比女性学习者

小。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Ｈ６ａ、Ｈ６ｂ、Ｈ６ｃ。
Ｈ６ａ：导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性别所调节
Ｈ６ｂ：管理服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性别所

调节

Ｈ６ｃ：促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性别所调节
年级越高的学生往往自学能力越强，因此导学

对高年级学生的影响可能比低年级小。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Ｈ７ａ。
Ｈ７ａ：导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年级所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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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学生接触网络的时间总体相对高年级的

学生要少，信息化学习的经历也没有高年级的学生

丰富，信息素养也相对低，因此学习界面的好坏、网

络导航的清晰度等可能对低年级的学生影响比高年

级要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Ｈ７ｂ。
Ｈ７ｂ：学习设施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年级所

调节

低年级学生接触信息化学习的时间相对较短，

信息化学习经历也不如高年级丰富。因此，对于低

年级学生来说，管理服务对学校效果的影响可能要

比高年级大，例如及时的信息提醒可能对于低年级

的学习更为重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Ｈ７ｄ。

表三　人口学分布 （％）

性别 职业 年级 专业

男 女 学生 工作者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理科 工科 文科

５２．２ ４７．８ ９８．８ １．２ ３１．２ １７．６ １１．４ １６．７ ２３．１ ４３．５ １７．３ ３９．２

Ｈ７ｃ：管理服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年级所
调节

高年级学生往往比低年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强，促学对高年级学生的影响可能要比低年级小，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Ｈ７ｅ。
Ｈ７ｄ：促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被年级所调节
（二）问卷设计和发放

问卷的第一部分为人口学相关变量，包括性别、

职业、年级、专业，第二部分为学习支持服务的测量

题项（见表二）。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高到

低依次为非常同意、较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分别赋值５分、４分、３分、２分和１分。本研究通
过当面发放和网络发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

网络问卷基于问卷星发放。研究采用分层抽样和随

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发放对象，主要为全国多所

高校（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大学生。问卷共发

放７５０份，在将未学习过慕课的学生以及较为可疑的
问卷等（例如选项较为一致、问卷填写不全等）剔除

后，最终得到３２４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４３．２％。本
特勒和周（Ｂｅｎｔｌｅｒ＆Ｃｈｏｕ，１９８７）指出，在结构模型分
析中，研究人员至少应当做到每个待估参数能有５个
样本，而对于每个潜变量来说，最好有１５个以上样
本。本研究中测量指标２３个，潜在变量７个，因此应
至少有２２０个样本，本研究满足了这一要求。

表二　问卷设计

导学

我认为慕课在面授答疑方面做得比较好

我认为慕课在视频答疑方面做得比较好

我与教师在网络论坛的交互较为有效

与教师在论坛的交互解决了我的问题

与教师在论坛的交互提升了我的学习兴趣

教师对我的个人辅导效果较好

教师和助教配备完备且能满足我的学习需要

学习
设施

慕课平台提供丰富的辅助课程资源，例如电子文
献、课程ＰＰＴ等

慕课平台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虚拟论坛等设施
的功能，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要

我对慕课学习系统平台设计（例如界面设计、导
航设计等）感到满意

学习
方式

与学生在论坛或其它虚拟社区的交互解决了我
的问题

我认为小组协作学习具有较好的学习效果

我认为慕课作业互评活动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
方式

管理
服务

慕课提供的与学习有关或无关的咨询服务能够
有助于我缓解工作、生活和心理压力，促进学习
动力的保持

慕课平台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为学习者提供有
关开课、教学、辅导、考试等方面的信息

慕课平台能够及时提供有关文件、制度

促学

平时作业与练习（含网上自测）对我知识的理
解、掌握和应用有一定帮助

慕课期末考试有助于我系统地掌握知识和提高
应用能力

朱祖林等
（２００７）

学习
效果

我的慕课学习效果较好

我的慕课学习成绩较好

慕课学习扩展了我的知识面

我的慕课学习效率较好

我的慕课作业完成质量较高

李玉斌等
（２０１３）

本研究使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对问卷的信度进
行检验（见表四）。经计算，各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均大于０．７，说明问卷的信度良好。效度方面，
本研究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ＫＭＯ＝
０８７５，ｓｉｇ＝０．０００，适合做因子分析，使用ＡＭＯＳ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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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四）发现，各变量

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５，组合信度（ＣＲ）大于０．７，
除了管理服务的平均萃取方差（ＡＶＥ）略小于０．５
外，其他变量的平均萃取方差均大于０．５，说明问
卷聚合效度良好。按照荣泰生（２００９）提出的标
准，问卷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拟合度良好

（见表五）。

表四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变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ＣＲ ＡＶＥ

导学 ０．７５５

０．６７８

０．６４５

０．７７６

０．７１４

０．５８９

０．６４４

０．８８７

０．８７５４ ０．５０５２

学习设施 ０．７９３

０．４９０

０．５４８

０．４６５

０．７８１３ ０．５４７５

学习方式 ０．７７９

０．５８５

０．８２３

０．７０２

０．７４９５ ０．５０４１

管理服务 ０．８１７

０．６４５

０．６５１

０．７９５

０．７４１ ０．４９０６

促学 ０．７６１
０．７２２

０．７７４
０．７１７９ ０．５６０２

学习效果 ０．８９６

０．６９６

０．６０１

０．５８２

０．７９２

０．８２３

０．８３８４ ０．５１２９

（三）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模型分析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和 ＡＭＯＳ２１．０对数据进
行分析。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是一个含有二级因

子的模型（吴明隆，２０１３），一级因子为学习支持服
务，二级因子分别是导学、学习设施、学习方式、管

理方式和促学（图２）。从本次调研看，学习方式对

学习支持服务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最大，为０．９８０，接
下来依次是管理服务（０．９０７）、学习设施（０．８６５）、
导学（０８５５）、促学（０．８５４）。上述变量的标准化因
子载荷均大于０．７，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学习支持
服务模型结构效度良好。

表五　拟合度检验

评价标准 实际值
是否
通过

绝对拟合
度指标

Ｘ２／ｄｆ 小于３．０ ２．２７８ 通过

ＧＦＩ 大于 ０．９，越接近 １
越好

０．９０７ 通过

ＲＭＲ 小于 ０．５，越接近 ０
越好

０．０４３ 通过

ＲＭＳＥＡ 小于 ０．１，越接近 ０
越好

０．０６３ 通过

增值拟合
度指标

ＡＧＦＩ 大于 ０．９，越接近 １
越好

０．８７８ 通过

ＮＦＩ 越接近１越好 ０．７７２ 通过

ＣＦＩ 越接近１越好 ０．８５５ 通过

ＩＦＩ 越接近１越好 ０．８５８ 通过

精简拟合
度指标

ＡＩＣ 越小越好 ３７８．１３７ 通过

ＥＣＶＩ 越小越好 １．１７１ 通过

图２　学习支持服务因子结构

（四）学习支持服务与学习效果关系分析

本研究利用ＡＭＯＳ２１．０分析发现，管理服务、促
学以及导学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ｐ＜０．０５），其
中促学对慕课学习效果影响最大，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０．４８，接下来依次是导学和管理服务，标准化回
归系数分别为０．４３和０．２２（见图３和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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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标准化回归权重和显著性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Ｐ 研究假设 是否通过

学习效果〈———导学 ０．４４２  Ｈ１ 是

学习效果〈———学习设施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０ Ｈ２ 否

学习效果〈———学习方式 ０．０７３ ０．４０２ Ｈ３ 否

学习效果〈———管理服务 ０．１９９  Ｈ４ 是

学习效果〈———促学 ０．４７８  Ｈ５ 是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图３　标准化路径系数和显著性

１．促学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本研究中的促学指使用平时作业、期末考试等

手段督促学生学习。学生也可以通过平时作业、期

末考试检验学习效果，查找问题，不断提升学习成

效。本研究发现，促学对慕课学习效果影响最大，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４８。可见，促学是一种非常好的
督促学生学习和提升慕课学习效果的手段。

２．导学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本研究发现，当学习者认为教师的指导效果越好

时，其慕课学习效果越好。由于慕课教师与学习者时

空分离，教师对学习者的课外指导显得非常重要。教

师的指导可以帮助学习者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而且教师与学习者的交

流在情感上能给学习者很大支持，有助于学习者保持

学习热情。尤其对于慕课学习者来说，在目前学分转

换机制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慕课教师（包括助

教）的导学对学习者学习效果影响较大。

３．管理服务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管理服务指慕课平台以及教师团队为学习者提

供的管理方面的服务，如进行信息提醒、提供相应的

课程计划等。对于慕课学习者来说，良好的管理服

务是他们所需的。很多学习者是在没有足够课程提

醒信息的情况下错过慕课学习的，使得慕课学习无

法持续，最终影响慕课学习效果。大多数学习者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因而很容易忘记慕课学习。因此，

有效提升管理服务可以使他们不会错过慕课学习，

进而提升慕课学习效果。

４．调节效应的检验
当显著性设为０．０５时，如果统计量的绝对值大

于１．９６，则可解释为“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下，两组
的系数值具有显著差异”（荣泰生，２００９）。本研究
对性别、年级维度上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发

现上述变量对模型中的一些路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

用（︱ＣＲ系数︱＝２．８５８
!

１．９６），例如性别在管
理服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路径中具有一定调节作

用，即管理服务对男生和女生的学习效果的影响有

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男生在上网和使用计算机方面

比女生更积极，因此相关的管理服务感知对男生的

影响更大。

表七　调节效应检验

路径
性别
（１／２）

研究
假设

是否
通过

年级
（１／２）

研究
假设

是否
通过

学习效果
〈—导学

１．８４６ Ｈ６ａ 否 －１．２５１ Ｈ７ａ 否

学习效果
〈—管理服务

２．８５８ Ｈ６ｂ 是 －１．１６３ Ｈ７ｃ 否

学习效果
〈—促学

０．１２３ Ｈ６ｃ 否 －０．４８９ Ｈ７ｄ 否

　注：男＝１，女＝２；大一或大二＝１，大三或大四＝２。

（五）模型的解释力

本研究所构建的学习支持服务模型中学习支持服

务对慕课学习效果的解释力达４８．４％，说明慕课学习
支持服务在慕课学习效果影响中占很大比重，这也表

明有必要加强慕课学习支持服务，对提升学习者的学

习效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现状

导学、学习设施、学习方式、管理服务、促学以及

学习效果的均值分别为３．３３０７、３．５３３９、３．５７０３、
３．４７７７、３．４８３８和 ３．４１４８，标准差分别为０．８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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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８３５、０．９０５７、０．８６０５、０．８４２５和 ０．８５２４。均值
转变成百分制分别为６６．６、７０．７、７１．４、７０．０、６９．
７和 ６８．３分。可以看出，学习者对慕课学习支持服
务满意度比较低，慕课学习效果有待提升，其中对学

习方式的满意度最高，对导学的满意度最低。

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从年级维度对导学、学习
方式等指标进行均值计算、独立样本ｔ检验，发现不
同性别学习者对慕课导学、学习设施、管理服务以及

促学满意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但在学
习方式满意度方面有显著差异（ｔ＝－２．０２７，ｓｉｇ＝０．
０４４）（见表八）。本研究进一步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从年
级维度对导学、学习方式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学习者对慕课导学、学习方式、学习设施、管理服务

以及促学满意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
学习效果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表八　不同性别学习者对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满意度对比

Ｇｅｎｄｅｒ Ｎ 均值 标准差

导学
１ １６９ ３．２９４ ０．５６１

２ １５５ ３．３４７ ０．６０４

学习

方式

１ １６９ ３．５０７ ０．６４３

２ １５５ ３．６４９ ０．６１８

设施
１ １６９ ３．４８０ ０．６１８

２ １５５ ３．６００ ０．６２４

管理
１ １６９ ３．４１４ ０．７４８

２ １５５ ３．５３２ ０．７４７

促学
１ １６９ ３．４４４ ０．６６０

２ １５５ ３．５５２ ０．６９９

效果
１ １６９ ３．４３０ ０．４９７

２ １５５ ３．４００ ０．６４７

　注：１代表男，２代表女。

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从专业维度（分为理科、
工科和文科）对导学、学习方式等指标进行方差分

析发现，除评价外，不同专业学习者对慕课导学、管

理服务满意度以及学习效果均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九）。

本研究还对专业维度上慕课学习支持服务各维

度的差异进行 ＬＳＤ检验（最小显著性差异法，用于
两两比较），以导学和学习效果为例（限于篇幅，本

文未列出学习支持服务全部变量）。结果显示，学

习者导学服务满意度的排序是理科 ＞文科 ＞工科，

学习效果也是理科 ＞文科 ＞工科（见表十）。这可
能是由于不同的学科属性决定的。

表九　方差检验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显著性

导学

组间 ４．３２１ ２ ２．１６１ ６．５９２ ０．００２

组内 １０５．２００ ３２１ ０．３２８

总数 １０９．５２１ ３２３

学习方式

组间 ４．８５７ ２ ２．４２９ ６．２４４ ０．００２

组内 １２４．８５８ ３２１ ０．３８９

总数 １２９．７１６ ３２３

设施

组间 ４．５５２ ２ ２．２７６ ６．０５１ ０．００３

组内 １２０．７４１ ３２１ ０．３７６

总数 １２５．２９３ ３２３

管理

组间 ４．６５８ ２ ２．３２９ ４．２２９ ０．０１５

组内 １７６．７５２ ３２１ ０．５５１

总数 １８１．４１０ ３２３

促学

组间 １．６９２ ２ ０．８４６ １．８４４ ０．１６０

组内 １４７．２９６ ３２１ ０．４５９

总数 １４８．９８８ ３２３

效果

组间 ２．２８７ ２ １．１４３ ３．５４４ ０．０３０

组内 １０３．５６２ ３２１ ０．３２３

总数 １０５．８４９ ３２３

表十　 ＬＳＤ检验

因变
量

（Ｉ）
Ｄｅｐａｒ
ｔｍａｎｔ

（Ｊ）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ａｎｔ

均值差
（Ｉ－Ｊ） 标准误 显著性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导学

１
２ 　０．３０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６ ０．４８２

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８ ０．３１４

２
１ －０．３０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８２ －０．１２６

３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６４ －０．３０９ ０．０５２

３
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３ －０．３１４ －０．０３８

２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２ ０．３０９

效果

１
２ 　０．２２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４００

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５－０．０１３ ０．２６１

２
１ －０．２２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３ －０．４００ －０．０４７

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１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９ ０．０８０

３
１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５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１ ０．２７６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９

　注：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５，１代表理科，２代表工科，３代表

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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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慕课评价体系设计

目前慕课主要采用平时作业和期末考试相结合

的考核方式。很多课程也将论坛发帖情况作为考核

内容之一。李胜波等（２０１６）对６２２门中国慕课评
价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将形成性考核与总结性考

核相结合的课程占５３％以上，单元测验、参与讨论
和期末考试是绝大部分课程采用的评价方式。他们

还发现，形成性评价方面的题型以选择题为主，作业

以创作作品为主。

未来，慕课考核评价体系应向更深入的方向发

展，进一步起到促学的目的。这一是教学方要根据

课程特点灵活选用相应的考核模式，即要从考核的

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创新，提升慕课考核的质量；二是

教学方应积极探索考核的全面性和深度。现在很多

慕课期末考试的题型只有选择题，这虽然有利于机

器自动评阅试卷，但考试质量难以保证。改进的办

法可以是丰富题型，对学习者学习效果进行更为深

入、全面的考核；三是教学方要探索现场考试的方

式。美国很多网络高校通过监督考试的形式对网络

学习者的成绩进行最终评定。考试前，网络高校需

要确认考生身份，并由可信的监督人员实施监考，以

确保考试的严肃性和成绩的真实性。这种考试一般

在考生所在地经过学校认可的教学站点进行。考试

机构先指定一名监考人，大学确认监考人的身份符

合要求后，任课教师在指定时间通过安全的途径将

考卷发送给该监考人。监考人对考生考试过程全程

监督，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闭卷考试。考试结束

后，监考人将考卷密封并邮寄回大学，监考费和邮寄

费通常由考生承担；四是教师要精心设计作业、平时

测验题以及考试等环节，不断督促学生学习。目前

很多课程将学习者在论坛中回复的内容被赞次数作

为加分的依据。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不断完

善；五是教学方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慕课学习

进行评价。对学习过程的评价对于慕课学习质量来

说也很重要，包括对学习者观看视频情况的评价等。

大数据技术能为学习过程的评价提供支持。总之，

要充分发挥促学的作用，不断提升慕课学习效果。

（二）增强导学服务

教师（包括助教）对学习者的指导非常重要，包

括解答学习者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对学习者进行学

习方法的指导等。本研究中学习者对慕课教师导学

的评价的均值为６６．６分，偏低。上述分析也得出教
师的导学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因此，有必要增

强教师的导学服务，提升学习效果。一是应建立多

种形式的慕课虚拟社区和开展多种形式的答疑活

动。慕课交互的途径主要是论坛，绝大多数慕课平

台设有网络论坛，学习者可以在论坛提问和讨论，教

师也可以在论坛答疑。建立其他形式虚拟社区（例

如ＱＱ群、微信群等）的课程还较少。从实践看，ＱＱ
群的讨论较为热烈，是很好的讨论空间。此外，应丰

富教师与学习者交互的形式。目前论坛的交互一般

为异步交互，可以增加当面答疑、视频答疑、语音答

疑等实时交互形式，以进一步提升学习者导学服务

感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提升学习效果。二是

应提升教师在交互中的参与度。教师参与是

ＭＯＯＣｓ整体交互水平提升的关键，然而目前教师在
慕课论坛的参与度低，包括回复帖子少、不能充分调

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等，很多主题帖没有回复

或回复帖数非常少 （郑勤华等，２０１５）。教师一方面
要积极在论坛、ＱＱ群等虚拟社区回复学习者的帖
子，而且要及时。教师也要积极发帖，活跃论坛气

氛，充分调动学习者在论坛等虚拟社区的参与度；充

分参与学习者之间的讨论，引导学习者开展讨论，倡

导学习者与学习者互相回答问题等。考虑到慕课论

坛中主要是助教和学习者进行交流讨论，可以根据

助教发帖的情况以及组织学生讨论的情况给助教一

定补贴，以激发助教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三是要形

成良好的网络讨论文化，大家能积极交互，共享资

源，形成良好的学习共同体，达到共同提升的目的；

四是辅导教师应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对于学习者

来说，慕课学习应掌握相关学习方法。教师应经常

和学习者沟通，鼓励学习者持续学习。在慕课学习

中，团队学习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这也符

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三）提升管理水平

本研究发现，管理水平与慕课学习效果正相关，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升慕课管理水平：一是教学方要

给予学习者及时准确的学习提醒。郑勤华等（２０１５）
通过对６２２门慕课的调查发现，仅 ３７．６％的课程
（１１１门）提供学习指南，１７．７％（５０门）开展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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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３２．８％有课程推荐，５８．２％有信息提醒。目前
有少数课程在上课过程中给予一定提醒，例如每个单

元视频上传前发电子邮件通知学习者。大多数课程

只在课程开始前发电子邮件提醒学习者。在课程中

及时发电子邮件提醒学习者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学习

者减少因其他原因错过课程学习。二是相关机构要

尽快建立学分转换机制。中国慕课发展的一个突出

问题是辍学率比较高（李德芳，２０１６）。要破解这一难
题，关键在认证制度。三是教学方要提供良好的咨询

服务。很多慕课平台与课程在为学习者提供咨询服

务方面还有待改善。教学方要为学习者提供全面的

咨询服务，包括课程注册、课程资源、课程学习和考核

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并开通多种咨询服务方式，如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虚拟社区等进行咨询，提升学

习者的积极性。

（四）考虑调节效应

由于性别、年级等变量对上述模型的路径系数

具有一定调节作用，可以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群体

制定不同对策。例如，男生与女生在管理服务对学

习效果的影响路径上有差别，即管理服务对女生学

习效果的影响比男生要大，可在管理服务方面给予

女生更多服务，如给予女生更多的学习提醒、提供更

好的咨询服务等。

（五）其它

教学方要全面加强慕课学习支持服务水平，提升

学习者慕课学习满意度，如加强学习平台的设计和制

作、学习者之间更多的协作等。良好的界面设计和清

晰的导航系统给学习者顺利学习提供了保障。本研

究并未发现学习设施与学习效果之间存在正相关，可

能是因为慕课学习者比较重视和关注慕课视频，对慕

课学习平台的质量关注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

视慕课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一个好的慕课学习平台

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提升学生的

学习质量和效果。此外，学习者之间良好的协作对于

提升慕课学习效果也很重要，要充分引导学习者进行

深度交流和知识构建。目前慕课还处于初期发展阶

段，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还很不完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慕课的学习群体不稳定，随时可能有学生

加入慕课学习，也可能有随时退学的学生，这影响了

慕课学习者之间交互的稳定性。郑勤华等（２０１６）对
Ｃｏｕｒｓｒａ上的一门课程分析后发现，课程中每周社会

网络关系的变化非常大。对于学习者而言，每周进行

交互的人可能没有任何交集，即几乎难以建立稳定的

社会网络关系。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前期交互对后

期交互难以产生影响，但学习者之间的交流讨论对知

识建构也可以起重要作用，教学方应鼓励学习者之间

积极地交互，充分发挥学习者协作学习的作用，不断

提升慕课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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