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移动学习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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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应用，高等教育已成为移动学习应用的主
要领域。为了更好地开展移动学习研究，本研究查询了ＥＢＳＣＯ及Ｅｌｓｅｖｉｅｒ数据库中高等教育领域移动学习的文
献，并采用“滚雪球”方法最后得到８３篇相关文献，然后从移动学习的定义、有效性、影响因素、系统设计开发以
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五方面进行内容分析。研究表明，移动学习的定义不断变迁，呈现出三种类型的迭代发展，

从以技术为中心、强调移动设备的应用，到关注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移动性，再到重视学习产生的原理、强调互

动。未来高等教育移动学习研究应该加强对教师和管理者的研究、聚焦移动环境下教育教学理论研究、重视移

动学习带来的混合学习的转变、关注面向影响因素调查结果的移动学习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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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移动终端设
备的普及应用，移动用户数量迅猛增长，这为移动学

习奠定了基础。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已成为移

动学习应用的主要阵地，也是不同教育层次中应用

移动设备最多的，且在移动学习技术使用上呈不断

增长趋势（Ｈｗａｎｇ＆Ｔｓａｉ，２０１１；Ｓｏｙｋａｎ＆Ｕｚｕｎｂｏｙ
ｌｕ，２０１５；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近几年，ＭＯＯＣ、微课
资源不断丰富，高等教育正面临移动学习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国际高等教育

领域移动学习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我国相

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研究以 ｍｏ
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和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为关键词，
分别在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和ＥＢＳＣＯ数据库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的期刊文献，共搜索到有同行评议和全文的文献

１５８篇。根据文献筛选标准：１）国际移动学习；２）高
等教育中的移动学习研究；３）涉及移动设备的应

用，以及采用“滚雪球”方法从文献的参考文献中获

取资料，本研究最终获得８３篇文献，然后对其进行
内容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１）移动学习的定义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２）国际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
主要开展了哪些研究？３）这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
度？４）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关于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研究主题的划分，中

国台湾学者吴文雄等（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对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间移动学习研究的文献分析后发现：最受关
注的是有效性，其次是移动学习系统设计；主要采用

的研究方法是实验和调查；手机和 ＰＤＡｓ是应用最
广的设备；已有移动学习研究成果按研究目的分为

移动学习有效性、移动学习系统的设计、移动学习中

情意领域因素调查和移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特征的

影响。黄国祯和蔡今中（Ｈｗａｎｇ＆Ｔｓａｉ，２０１１）从学
习者的类别、学科领域、年度发文数量和研究者所在

国家等方面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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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后指出，许多研究并未涉及具

体的学科领域，主要是对学生的移动学习态度、感知

和动机等的调查。移动学习的研究和应用是研究者

基于对移动学习定义的理解展开的，因此有必要对

移动学习的定义变化做一总结。因此，本文从移动

学习的定义、有效性、系统的设计开发、影响因素以

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五方面对高等教育移动学习的

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一、移动学习定义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移动学习的定

义不断深化，呈现出迭代发展的过程。移动学习定

义的描述从以移动技术设备为中心的观点，转移到

关注学习者以及学习过程的移动性，再到重视学习

产生的原理和强调互动。

（一）以技术为中心，强调移动设备的应用

奎因（Ｑｕｉｎｎ，２０００）将移动学习界定为通过移动
计算设备开展的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该定义强调移动计算设
备使用是移动学习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区别，突出了技术
手段的特殊性。特拉克斯勒（Ｔｒａｘｌｅｒ，２００５）认为移
动学习是“任何以手持或掌上设备为主导技术的教育

供给”，他承认这个定义过多强调技术的中心作用，需

要从学习者和用户的角度审视移动学习。尤瑟夫

（Ｙｏｕｓｕｆ，２００７）指出，移动学习是在移动设备上提供
的教育和培训，移动设备包括个人数字助理、智能手

机等。移动学习的明显特征是所使用设备是友好、廉

价和易用的，可以在教育以外的不同生活场景中使

用。赛德和高克塔斯（爦ａｄ＆Ｇｋｔａ爧，２０１４）认为大量
文献将移动学习定义为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派生或延伸，是
通过ＰＤＡ、手机、笔记本等移动设备完成的。这些定
义的共同之处是以是否应用移动设备判定移动学习

的发生，移动设备在学习活动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表

现出以技术为中心的特征。

（二）强调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移动性

尽管移动学习常常被视为电子学习的延伸，是

使用移动设备开展电子学习的一种方法，实际上移

动学习的质量受到对移动设备传递信息的认识和移

动设备本身的局限性与优势的影响。因此，人们开

始认识到移动设备本身所特有的功能（如便携性、

移动性、泛在性、不受时空限制等）带给学习的独有

特征。移动学习所特有的移动性不仅包括技术设备

的移动，还包括学习者的移动和学习过程的移动。

奥玛利等（Ｏ’Ｍａｌ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认为移动学习是
任何发生在学习者不固定在预定位置或利用移动技

术所提供的学习机会时。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６）认为移动学习是使用移动设备形成的学习形
式，学习者是“游牧”（ｎｏｍａｄｉｃ）式的，可以在校园各
处通过移动终端浏览、上传、发布信息。这两个定义

指出了移动学习中学习者的移动。还有定义从移动

设备或技术特征出发，强调学习过程的移动性，例

如，库库尔斯卡休默和特拉克斯勒（Ｋｕｋｕｌｓｋａ
Ｈｕｌｍｅ＆Ｔｒａｘｌｅｒ，２００５）认为，移动学习强调教学过
程的发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王怡舜等（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认为移动学习是指通过使用无线网络
与移动设备提供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学习。侯

赛因和克龙涅（ＥｌＨｕｓｓｅｉｎ＆Ｃｒｏｎｊｅ，２０１０）总结认
为移动学习的定义不应固定在一种解读上，它包括

技术的移动、学习者的移动、学习过程和信息流的移

动，并进一步主张高等教育中的移动学习是发生在

学习环境空间中涉及技术移动、学习者移动和学习

过程移动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学习。王若兰等（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则认为，移动学习除了使用移动技术
以外，首先要假定学习者是在不断移动，从一个空间

到另一个空间，从一个话题到另一话题；学习很大程

度上是在正式学习环境外发生的；是通过群体或社

群支持的实践积极构建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三）重视学习产生的原理和互动

从移动学习的语词构成看，对移动学习的理解，

简单来说需要理解“移动”和“学习”两个方面，仅对

移动进行解读并定义移动学习的观点是片面的，关

注学习产生的原理是理解移动学习的重要方面。因

此，有学者从解读学习产生的角度对移动学习进行

界定。沙普尔斯（Ｓｈａｒｐｌｅｓ，２００５）认为学习是会话、
交流的过程，主张移动学习是对话的过程，学习者通

过与同伴和教师合作，构建对他们的世界瞬时稳定

的解释。他认为对话是在一定情境下的，移动设备

可以为对话创造环境、提供工具。该定义重视学习

发生的原理，即会话、交流以及学习环境，赋予移动

技术特殊的角色，认为移动设备和技术能够大幅提

升会话、交流的可能。可见该定义对学习的解释受

建构主义影响。伴随对学习的解读和关注，对移动

学习的定位也在重视学习者学习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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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将学习回归到社群中。特拉克斯勒（Ｔｒａｘｌｅｒ，
２００７）提到，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移动学习，可以看出
移动技术以其泛在特征改变了学习的本质和信息传

输方式，使得学习知识更多地变为发现信息，赋予学

习按需满足、个性化、即时性等特征，使学习回归到

社群当中。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媒体是人体的延

伸角度出发，认为移动设备也是人体的延伸。特拉

克斯勒（Ｔｒａｘｌｅｒ，２０１０）认为当个体投入时间、努力
和进行资源选择、购买、定制以及利用移动技术时，

这些移动设备表达了拥有者的部分价值观、身份和

个性，即移动设备可用于创建个人身份、观点、内容，

构建大型社会网络。因此，移动学习已不仅仅是技

术支持的学习，而是新的移动社会概念的一部分。

近年来，移动学习的定义重视情境化、个性化及

交互等。如吉卡斯和格兰特（Ｇｉｋａｓ＆Ｇｒａｎｔ，２０１３）
综合前人的观点，赋予移动学习更多的特征，认为移

动学习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个性化学习的组合。

移动学习通过手持设备、移动计算设备传递信息和

支持学习，既可以是非正式学习，也可是正式学习，

而且对于学习者来说是感知境脉和真实情境的学

习。另外，在强调交互方面，考特莫纳斯和艾佛拉姆

德（Ｋｏｕｔｒｏｍａｎｏｓ＆Ａｖｒａａｍｉｄｏｕ，２０１４）认为移动学习
指个人通过与移动设备交互而产生的学习。米洛舍

维奇等（Ｍｉｌｏｅｖｉ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认为移动学习可以
被定义为跨越多种情境、通过使用个人数字设备与

社会和内容进行交互的学习。科洛托夫（Ｋｒｏｔｏｖ，
２０１５）认为移动学习是“一种学习模式，其中学习者
可以在不同物理和虚拟位置上移动，参与并与其他

人、信息和系统进行交互，即随时、随地”。这些定

义并没有限制移动学习所依赖的传统的“移动设

备”，而是突出了学习者的移动性、情境性、个性化

以及学习过程中随时、随地的交互。

二、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有效性研究

有效性研究是围绕学习和教学理论、技术和软

件与教学的融合应用展开的，理论应用以学习理论

为代表，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发展到建构主义学

习，技术及软件则主要涉及移动通讯技术、因特网技

术，具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则涉及移动手持设备、播

客、ＳＭＳ、博客、平板电脑、智能手机、Ｉｐａｄ、Ａｐｐｓ等移
动设备及软件服务。有效性研究不断深化，越来越

精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知识传递与反馈，

二是移动技术支持的情境化、协作、互动学习，三是

基于移动设备的个性化定制学习和社会性学习。多

数研究通过调查态度、满意度和使用倾向体现有效

性，较少关注学习结果的变化，即对学生的学习成绩

和能力发展关注不够。

（一）知识传递与反馈的有效性研究

知识传递与反馈的有效性研究主要探索移动设

备及服务在传递教学信息和支持学习方面的有效

性。这一时期因特网技术、移动服务技术和终端技

术的核心功能集中于信息呈现，学习内容的设计主

要面向提供教学内容信息，体现学习者在不同位置、

随时获得学习信息以及移动终端设备对学习者学习

支持的有效性，不足在于缺乏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

的设计。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表现出一

定的机械性，学习过程成为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

丹·克里特等（Ｃｏｒｌｅ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调查发现大学
生使用掌上电脑或ＰＤＡ时最常用的是交流工具、时
间管理和内容获取工具，指出移动学习需要教育支

持，尤其需要课程内容和时间安排信息的推送。这

表明大学生对于移动设备 ＰＤＡ对教学信息传输和
支持学习作用的认可。之后，移动服务技术中短消

息可发送１６０个字符，实现手机端短消息内容的传
送。塞浦路斯和易卜拉辛（Ｃａｖｕｓ＆Ｉｂｒａｈｉｍ，２００９）
开发了用于发送ＳＭＳ的计算机程序，以大学一年级
４５名学生为被试，将４８个单词分为３组，从上午９
点到下午５点每隔半小时发送一次，每天发送１６个
单词，每组单词分别经过三天、三次重复发送，以完

成单词的学习。结果表明学生单词测试分数显著提

高，且学生对于应用手机帮助学习新单词表示认同。

（二）移动技术支持的情境化、协作、互动学习

的有效性研究

移动终端设备功能越来越完备、尺寸显著缩小，

处理能力增强，无线通讯网络带宽不断增加。移动

网络与计算机网络的融合为通过移动设备访问网络

资源提供了可能，因特网技术从 Ｗｅｂ１．０以信息浏
览为主要任务发展到Ｗｅｂ２．０侧重用户创造网络内
容和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建构的信息化支

持，移动学习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体技术功

能表现出支持随时随地的创造和自主添加网络内

容，移动学习过程中协作和交互增强，建构主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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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学习和协作学习等学习理论的应用使得学习者从

被动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建构知识。

莫蒂瓦拉（Ｍｏｔｉｗａｌｌａ，２００７）根据建构主义学习
和对话理论设计了移动学习的应用框架，并选取６３
名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让其通过使用不同的无线

手持计算设备，访问学习网站完成学习。调查结果

表明，学生认为移动设备应用能够提高学习环境的

灵活性和效率，移动学习系统是有用的学习工具。

亚尔韦拉等（Ｊｒｖ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通过三个移动手
持设备（智能手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实验，探讨了高

等教育中无线网络和移动工具对协作学习支持的可

能性。埃文斯（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８）以１９６名一年级大学
生为被试，在完成传统课程讲授学习后，期终考试之

前通过播客为学生提供系列复习资料，同时要求完

成学习体验的在线问卷调查，用于比较他们对于讲

授、播客、笔记、教科书和多媒体电子学习系统的态

度。结果表明，学生认为播客是比教科书更有效的

复习工具，比笔记对学习更有帮助，是更易接受的学

习材料，能够促进学习，提高学习的参与度和知识的

获得。贾维斯和迪基（Ｊａｒｖｉｓ＆Ｄｉｃｋｉｅ，２０１０）探讨
了播客在地理教学和学习中的价值，通过播客提供

的视频资源支持情境中的实验学习，学生对该资源

在学习中的价值表示肯定。霍洛泰斯库和格洛塞克

（Ｈｏｌｏｔｅｓｃｕ＆Ｇｒｏｓｓｅｃｋ，２０１１）总结了微博具有信息
可随处获取、灵活性、移动性、监督个人发送的信息、

保证长期交互等教学特征。霍洛泰斯库等（Ｈｏｌｏｔｅｓ
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进一步探讨了微博作为移动小组开
展正式和非正式课程学习、合作项目及实践交流平

台的有效应用。微博的应用更有利于实现随时随地

的学习和交流。此外，社交网络被认为是高等教育

移动学习中具有应用价值的软件服务，泰丝（Ｔｅｓｓ，
２０１３）综述了社交媒体，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博客以及 Ｔｗｉｔ
ｔｅｒ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有效性，发现社交网络的使
用已随处可见。还有实证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或网

站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有一定优势，社交网络可作

为课程管理系统，提供行为数据资源。

（三）基于移动设备的个性化定制学习的有效

性研究

目前移动学习中可应用情境感知技术、泛在技

术实现适应性学习，云计算支持按需提供服务，使得

学习更加个性化。同时，平板电脑、ｉＰａｄ、智能手机

和Ａｐｐｓ等设备和服务的出现，允许用户自主选择应
用程序，师生可根据教和学需求选择安装应用程序，

教师也可开发自己的课程 Ａｐｐ，从而实现个性化定
制学习。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借给大学一年级

学生装有Ａｐｐ的 ｉＰａｄ，允许通过 ｉＴｕｎｅ账号下载安
装自己所需的课程进行学习，学期结束时，哈恩和布

塞尔（Ｈａｈｎ＆Ｂｕｓｓｅｌｌ，２０１２）调查了１１位学生关于
如何在一年级课程学习中利用图书馆提供的 ｉＰａｄ，
结果表明，大学生在不同课程中使用了不同 Ａｐｐ促
进学习，表现出学习过程的个性化特征。哈吉斯等

（Ｈａｒｇ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利用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基于案
例访谈、教师态度和能力调查以及 ｉＰａｄ倡导者的反
馈信息分析平板教学的优势，结果表明，ｉＰａｄ的使
用能够取得积极结果，优势大于不足。巴斯克斯卡
诺（Ｖ?ＺｑｕｅｚＣａｎｏ＆Ｅｓｔｅｂａｎ，２０１４）调查了大学生
对于智能手机和Ａｐｐ在促进学习过程的评价，发现
学生对手机学习课程内容表示满意，赞同智能手机

有很好的教育功能，以及 Ａｐｐ在促进课程学习、发
展通用能力方面的价值。

三、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移动学习影响因素展开了

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移动学习带给大学生的

体验、大学生使用移动设备的行为习惯以及影响移

动学习效果的因素。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最为关

心的是影响移动学习效果、移动学习使用意向的因

素，主要涉及技术因素、人的因素、学习过程和组织

因素等。现有研究主要从学习过程、学生、教师、组

织等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从学生角度探讨影

响移动技术接受与采用意向的研究成果最为成熟，

而从教师角度进行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略显不足。

此外，还有研究从组织、文化视角考察影响因素。

（一）学习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学习过程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调查学生使用

移动设备的用途、体验以及影响应用过程的因素。

应用过程的主要障碍在于设备本身的功能局限、教

师对课堂中使用手机的意识不足、教师的教学方法

还未转变。移动学习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学习

过程开展的角度看，应该重视教学活动设计过程中

技术支持作用的发挥，避免移动技术带来的障碍和

干扰。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移动设备的使用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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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使用其开展教学的意识，在移动学习开展中加

强实践社群的持续互动作用。

塔雷伯和索拉比（Ｔａｌｅｂ＆Ｓｏｈｒａｂｉ，２０１２）调查
了大学生应用移动技术的主要用途和影响因素。研

究者随机选择２８９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
明，大部分大学生使用移动设备的计算、文本信息发

送和英语字典功能。手机的多功能性、电池寿命长

和网络覆盖好是影响移动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性

别对移动教育应用有显著影响（女生比男生用得

多），但学科、专业和课程对移动教育应用无显著影

响。廷德尔和伯兰德（Ｔｉｎｄｅｌｌ＆Ｂｏｈ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２）调
查了２１个专业的２６９名大学生在课堂使用文本信
息的情况。结果显示，９５％的学生每天将手机带入
教室，９２％的学生在课堂时间使用文本消息，１０％的
学生承认至少在一次考试中使用过文本信息。多数

学生认为，大部分教师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教室中使

用文本信息或使用手机的程度。乔安妮和迈克尔

（Ｇｉｋａｓ＆Ｇｒａｎｔ，２０１３）调查了学生的移动学习体
验。实验教师在课程中整合使用移动计算设备至少

２个学期后，研究者对参与该课程的学生进行访谈
后发现，移动设备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支持学生

快速获取学习信息、促进交流和协作、为他们提供多

种学习方式，尤其是支持开展情景化学习。移动设

备用于学习过程的主要障碍是，部分教师不支持在

课堂上使用移动设备，移动设备本身的缺陷，如键盘

小、输入大量信息内容比较困难，以及学习过程中容

易受到其它信息干扰。

从促成教学方法的转变看，科克伦（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２０１４）采用纵向行动研究的方法，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１
年的３５个移动学习研究项目中，归纳了高等教育中
使用Ｗｅｂ２．０的六个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强调了需
要技术和新教学方法的支持、需要实践社群的持续

互动两个关键因素。

（二）学生角度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移动学习要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必须首先了解

影响学生采用移动学习的因素，以便设计移动学习

活动。学生角度的影响因素调查主要包括预测移动

学习影响因素和现有影响因素调查。

１．预测移动学习影响因素的研究
为了解释采用移动学习的行为，研究者从解释

行为理论出发，根据不同的应用情境，建立研究模

型，研究影响大学生采用移动学习行为意向的因素，

研究所得结论有异，但从已有研究结果看，显著影响

学生采用意向的因素分别是态度、自我效能和绩效

预期。虽然在影响因素方面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

真正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促进或提升移动学习应

用效果的十分欠缺。

郑等人（Ｃｈｅ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采用计划行为理论
分析大学生对移动学习的采纳程度。他们先收集了

１７７名大学生的基本信息，然后让学生观看三段描
述移动学习的视频片断，听一场关于移动学习的报

告，随后调查他们对移动学习的认知。结果发现，对

移动学习的态度、主观规范（个人感知到他人是否

采用某一行为的认知）以及感知行为控制（个人对

行为执行难易的感知）对移动学习的采用意向有积

极影响。帕克等（Ｐａ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基于技术接受模
型（ＴＡＭ）提出了一个通用结构模型，该模型展示了
自我效能、专业相关性、系统可访问性、主观规范、感

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态度和使用移动学习行为意

向的关系。其选取韩国建国大学的２８８名大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技术和线性结构关系程

序验证模型，结果证实了该模型可以对大学生采用

移动学习的行为意向进行解释，移动学习态度是影

响移动学习采用的重要因素，其次是专业相关性和

主观规范。阿尔萨内贝特（Ａｌｔｈｕｎｉｂａｔ，２０１５）根据
技术接受模型（ＴＡＭ）、理性行为理论（ＴＲＡ）以及接
受和使用技术的整合理论（ＵＴＡＵＴ）构建研究模型，
对约旦２５０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移动学习的
可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服务质量感知显著影响移

动学习的使用行为意向，可用性和易用性感知受自

我效能感、促进性条件的影响。

新近研究增加了文化、教师、服务质量和个人创

新等影响因素。例如，阿尔帕奇（Ａｒｐａｃｉ，２０１５）选
取１９０名土耳其大学生和１６３名加拿大大学生开展
问卷调查后发现，文化和移动学习的应用行为存在

紧密关系，土耳其和加拿大因文化差异，在移动学习

的应用模式上存在不同。此研究意义在于发现，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文化背景不同，在技术使用

行为模式上有差异。因此，文化背景不同，教学方法

应该有异，不能盲目照搬。米洛舍维奇等（Ｍｉｌｏｅｖｉｃ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以贝尔格莱德技术学院２８０名大学生
为调查对象，从绩效预期、付出预期、教师影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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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个人创新五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绩效预

期、教师、服务质量和个人创新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是

正向的，其中，绩效预期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付出预

期对于行为意向的影响是负向的。

２．大学生移动学习条件因素调查
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已

经具备开展移动学习的条件，但教师和管理者需要

在移动学习实际开展过程中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

教师和管理者需要加强准备条件，如教师需要提升

意识、加强技能，管理者需要研究激励制度、经费投

入等。

胡森等（Ｈｕｓｓ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对马来西亚两所
大学２０１位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学生
已经具备开展移动学习的预备条件，管理者和教师

还不具备良好的条件；管理者对移动学习经费投入

和促进移动学习使用的激励制度、教师教学技能是

取得移动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马哈特等（Ｍａｈａ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认为学生的准备状态、移动设备使用自
我效能感以及个人创新对移动学习效果会产生影

响。他们对１３７名大学生使用 ＳＭＳ开展１４周的移
动学习后，发放问卷测量学生的准备状态、自我效能

感和个人创新能力。结果表明，学生移动学习预备

状态水平较高，使用移动学习的个人创新性水平较

高，而移动学习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即大学生使用

移动设备进行学习的信心水平中等。但学生表示如

果能够开设如何使用移动设备的课程，以及使用过

程中为其提供帮助，他们愿意采用移动学习。瑟维

拉诺加西亚和巴斯克斯卡诺（ＳｅｖｉｌｌａｎｏＧａｒｃíａ＆
ＶáｚｑｕｅｚＣａｎｏ，２０１５）以西班牙三所公立大学的４１９
名学生为样本，调查大学生学习中数字移动设备使

用的条件和使用移动设备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

最影响数字移动设备的接受和使用的因素是“通用

能力”和“学习活动”，影响最小的因素是“绩效预

期”和“付出预期”。这四个因素与教学模式显著相

关，相比较于面对面授课，远程学习的学生在所有因

素上均得分最高，特别是在“绩效预期”因素方面。

数字移动设备对学习活动的开发和通用能力的培养

有较强影响，通用能力培养因学科不同，具体能力高

低有异。

（三）教师角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与从学生角度研究影响因素的成果相比，教师

角度的研究相对匮乏。教师作为移动学习过程的实

施者，参与整个移动学习的组织和教学，对移动学习

影响因素的研究有更为直接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

为此，教师角度影响因素研究亟待加强。赛德和高

克塔斯（爦ａｄ＆Ｇｋｔａ爧，２０１４）调查了１０８７名职前教
师，了解他们对使用手机和笔记本作为移动学习工

具的认知情况。结果表明，职前教师认为作为移动

学习工具，笔记本比手机更有潜力，可根据环境使用

笔记本或手机，而部门、性别、年级、是否拥有手机并

未有观点上的显著差异。这说明亟需加强职前教师

将手机视为移动学习工具的观念意识。阿尔拉西迪

和卡普雷茨（Ａｌｒａｓｈｅｅｄｉ＆Ｃａｐｒｅｔｚ，２０１５）从教师角
度分析了影响移动学习效果因素，教师认为影响移

动学习效果最突出的因素是学习者生产力（产出）、

学习者自主性和网络接入。此项研究首次在不考虑

个人内部因素的情况下，从教师角度调查影响因素。

（四）用户视角和社会技术视角

有研究者认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具体技术的

应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产生学习结果，因此应

同时关注教师和学生两个维度。例如，林等（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使用技术接受与使用的整合性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中播客的采用程度，重点关注师生是否及

如何影响播客的应用模式。结果发现，在采用播客

方面，付出预期对学生更重要，而在促进条件因素方

面，版权许可和技术支持的有效性对教师更重要。

另外，有学者认为在技术推进过程中，教育系统的组

织因素往往是影响技术在教育中应用效果的关键因

素，应该受到关注。例如，费拉德（Ｋｒｏｔｏｖ，２０１５）采
用案例研究方法，从社会技术视角（组织视角）研究

移动学习，扩展了影响移动学习的关键成功因素，涉

及组织、人员、教学法和技术四方面。

四、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系统的设计开发

移动学习系统的设计开发主要指研究者设计开

发适合于他们课程的移动系统，如设计开发能够辅

助开展移动学习的应用程序、软件系统、测试平台

等。与基于网络的学习不同，移动学习多为片状化、

随机性的学习，知识内容系统性不强，且主要用于非

正式学习。当前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系统的设计开

发表现出重视技术的革新应用，忽略学习理论、教学

理论的指导作用，移动学习系统设计过程中简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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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化学习中的理论，缺乏针对移动学习自身特

征的教学理论。移动学习系统设计开发是一项系统

工程，应既重视新技术带来的新功能，同时也应重视

针对移动学习特征的学习和教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移动学习系统的发展变化呈现以下特征。

（一）以知识查看和获取为主的移动学习系统

早期开发技术多注重知识呈现，设计开发的移

动学习系统可通过移动终端浏览信息内容，随时随

地查看学习内容。如苏珊·洛伊德尔（Ｌｏｉｄｌ，２００６）
开发了可离线查看资源的应用程序，并考虑到手持

设备的局限性，如屏幕尺寸、存储空间和下载带宽

等。该程序在约翰·开普勒林茨大学情报学专业一

年级第一学期的“情报学入门”课程中使用，学生利

用手持电脑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使用这一程序，取得

了积极效果。纳德尔和多甘（Ｃａｖｕｓ＆Ｉｂｒａｈｉｍ，
２００９）开发了一款运行在 ＰＣ机上的移动学习软件，
并通过该软件将包含单词及其释意的短信息以及学

生手机号码发送到手机上，供学生学习。

（二）移动学习系统与教育游戏的融合

早在２００５年，施瓦贝和戈特（Ｓｃｈｗａｂｅ＆Ｇｔｈ，
２００５）就探讨过移动学习与游戏的结合，给出了移
动游戏设计原型，探索了在大学通过游戏支持移动

学习的可能。研究者设计开发了一款基于位置的移

动学习游戏，用户完成该游戏设定的地点、人物或事

件任务，将学习植入自然场景。研究人员选择２２名
大学生试用该移动学习游戏，发现其带给学习者学

习的兴奋感和乐趣。该研究证实了移动学习与游戏

融合的可能，不足的是没有结合课程内容进行设计，

仅仅将包含简单的地点、人物或事件的任务作为游

戏内容。此后，高等教育中基于游戏思想开发的移

动学习游戏并不多见，这与教育游戏开发本身具有

一定难度不无关系。后来，也有研究者探索利用现

有游戏软件平台功能开展移动学习活动，如海米等

（Ｈｅｍｍ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将手持游戏控制台作为移动
学习平台，基于活动理论，让学习者在异国通过该平

台展示语言学习结果，教师在本国通过平台进行评

价和指导。研究表明，ＤＳｉ作为移动学习平台与网
站结合使用具有很大的潜力，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动

机，消除对自己所取得进步的担心或不确定。

（三）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移动学习系统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移动学习系统实现个性化

学习提供了可能，支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系统

的设计开发。卡罗利斯等（Ｃａｒｏ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利
用人工智能中的智能代理技术，开发了多智能代理

系统的虚拟大学，支持大学生课程学习。大学生可

以使用运行在自己移动设备 ＰＤＡ上的“我的教练”
个人代理与虚拟大学进行交互。该代理程序能够监

视学生的活动，跟踪学生的进步，并根据学生目标和

需要选择合适的学习材料，随时提供学习建议。此

外，李等学者（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根据泛在学习日志探
索构建情境感知和个性化学习方法的移动学习系

统，开发了一个泛在学习日志系统，帮助学习者利用

学习情境和学习习惯回忆所学内容，并选择１１名国
际学生试用该系统，结果显示学习者能够从系统和

基于推荐的情境中获益，学习习惯提示也能激发他

们学习更多的内容。

（四）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移动学习系统

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系统设计开发的新趋势是

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高等教育中已有研究者提出

并论证了该技术用于移动学习系统的设计方案。如

卡达维科等（Ｃａｄａｖｉｅ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主张将移动技
术与增强现实技术结合促进学生与环境的交互，从

而开展有效教学，提出了教育环境中应用增强现实

的方案，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学习绩效。

路易斯等（Ｌｕ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探讨了在高等航海教
育中化学实践课密度部分应用增强现实技术完成基

于项目课程任务的设计。阿亚拉等（Ａｙａｌ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使用Ｋｉｎｅｃｔ结合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工具开
发的Ａｐｐ，能够检测行为动作，通过位置和时间信息
计算和产生图形，以供大学生直观形象地学习数学

概念、图形、公式等知识，研究者选择了几名大学生

进行小范围试用，学生给予积极反馈。

（五）辅助数字化学习平台的移动学习系统

教学人员对现有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应用已有较

为成熟的经验，开发与电子学习平台融合使用的移

动学习系统能够实现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

资源闲置、浪费。波格丹诺维奇等（Ｂｏｇｄａｎｏｖｉｃ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尝试开发与Ｍｏｏｄｌｅ学习平台整合应用的
移动测试程序，该程序的应用界面适合于不同类型

的移动设备。作者采用实验方法，选择贝尔格莱德

大学４０名大学生参加了移动商务课程的移动测试
与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移动测试应用程序与 Ｍ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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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ｌｅ的整合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提升移动设备在
学习过程中使用的满意度和学生学习的动机水平。

五、采用的研究方法

国外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的研究一般采用短期

的实验和调查方法，缺乏长期跟踪式的纵向研究。

移动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研究需要研究者

和实践者建立持续合作的关系。因此，纵向研究、行

动研究和设计研究将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突显出其适

用性。正如科克兰（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２０１４）所认为的，移
动学习研究缺乏纵向跨越多样环境、协作和参与式

的研究，因此在探讨移动 Ｗｅｂ２．０与高等教育整合
过程中促成教学方法转变的关键因素研究中，科克

兰采用了纵向行动研究方法，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３５个
项目进行研究，确定了六个使用移动 Ｗｅｂ２．０的关
键因素。戴维森和拉扎罗斯（Ｄａｖｉｓｏｎ＆Ｌａｚａｒｏ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０年调查了不同国家的移动和智能手机技
术在高等教育课堂中的使用，并与２００６年的调查结
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对象所

发生的变化。

本研究所获得的文献中，明确应用研究方法的

有５３篇，应用最多的是定量研究，其次为定性研究，
再次为混合研究，仅有两篇文献用行动研究。定量

研究文献主要用调查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定性研

究主要用案例研究、观察法和访谈法。根据不同研

究目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有所差异，研究目的分为评

价移动学习应用效果、探讨移动学习影响因素和设

计开发移动学习系统三类。移动学习应用效果类研

究主要采用调查法（８篇），其次为混合研究法（４
篇）、实验法（３篇）、定性研究法（３篇）以及行动研
究法（１篇）；移动学习影响因素类研究应用最多的
是调查研究（８篇），其次是定性研究（３篇），再次是
比较研究（１篇）和纵向行动研究（１篇）；在移动学
习系统设计开发研究中，调查法（４篇）使用最多，其
次为实验法（３篇）、定性研究法（３篇）以及混合研
究法（２篇）。
１）定量研究方法典型应用案例。瑟维拉诺加

西亚和巴斯克斯－卡诺（ＳｅｖｉｌｌａｎｏＧａｒｃíａ＆Ｖáｚｑｕｅｚ
Ｃａｎｏ，２０１５）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调查了欧洲高等教
育中数字移动设备（平板和智能手机）的接受度及

其影响。研究利用自主设计的问卷，采用主成分因

子分析方法确定了５个主要促成因素，分别为绩效
预期、努力预期、自我效能、通用能力及学习活动；采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检验因素间的相关关系，分
析确定显著性影响因素；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确认数

字移动设备的使用对开发学习活动、培养研究生通

用能力的影响作用。

２）定性研究方法典型应用案例。吉卡斯和格
兰特（Ｇｉｋａｓ＆Ｇｒａｎｔ，２０１３）为了解大学生对使用移
动计算设备进行学习的认知以及社交媒体在学习中

的角色，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者让美国三所

大学的教师使用移动计算设备辅助教和学至少两个

学期后，在三所学校分别选择参与移动学习的学生

２至４人，根据访谈提纲通过 Ｓｋｙｐｅ进行访谈并录
音，之后采用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扎根理论方法，进行

迭代数据收集，经过三轮归纳分析，概括总结了移动

计算设备对学生学习的益处以及使用移动计算设备

进行学习的障碍。

３）混合研究法指组合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
究方法。柯和徐（Ｋｅ＆Ｈｓｕ，２０１５）探索基于智能手
机，通过增强现实人工制品创作和其他移动协作学

习活动提升职前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ＴＰＡＣＫ）的有效性研究。研究人员选择来自美国
赠地大学４０名大四上学期的师范生，并将他们随机
分为两组，３４名参与者完成了所有的研究任务。首
先，所有参与者从在线培训模块中了解 ＹｏｕＴｕｂｅ的
视频片段、移动学习活动的解释教程、ＶｏｉｃｅＴｈｒｅａｄ
移动网站的使用说明、教育视频的创作以及通过

Ａｕｒａｓｍａ创作教育动画的启发式教学法的设计方
法。随后研究人员分别对两组被试进行 ＴＰＡＣＫ能
力前测，再分别施以不同的干预措施。Ａ组师范生
创作基于智能手机的增强现实或动画视频以教授浮

力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然后使用ＶｏｉｃｅＴｈｒｅａｄ移动网
站分享和互评创作的视频和动画。Ｂ组师范生通过
智能手机观看现有的权威教育组织或资源网站提供

的关于浮力的视频，之后使用ＶｏｉｃｅＴｈｒｅａｄ移动网站
分享他们的理解并对所看视频进行互评。实验结束

后，研究人员再进行ＴＰＡＣＫ能力后测，并在干预前、
干预中和干预后分别对不同对象进行访谈。收集的

数据有 ＴＰＡＣＫ前后测成绩、创作的视频和动画、基
于ＶｏｉｃｅＴｈｒｅａｄ的在线讨论内容、访谈内容。数据处
理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协方差分析，验证移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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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对职前教师ＴＰＡＣＫ能力的影响，并对媒体
制品、在线讨论内容以及访谈数据进行定性语义分

析，综合抽取突出主题，所得结果进一步支持定量研

究结果。结果表明，两种移动协作学习都能促进职

前教师ＴＰＡＣＫ能力的发展，移动增强制品设计更能
促进技术、教学法和内容知识整合能力的发展，观看

移动媒体制品更能促进知识增长和能力提高。

六、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研究符合实践—理论—新

实践的认识论发展规律，即移动学习在实践应用中

产生，在实践中开展研究探索总结共同的理论规律，

再将理论成果应用到新的实践中，从而不断推进。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移动学习的研究虽已取得丰富的

研究成果，但很多研究依然停留在技术驱动、重视技

术应用的有效性上，对于如何使用移动资源开展学

习和教学关注不够，缺乏移动教学理论支撑的内容

开发和传输方面的实证研究，未来高等教育领域移

动学习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一）加强对教师和管理者的研究

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教师观念转变是关键。从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移动学

习的研究来看，从教师角度开展移动学习的研究相

对匮乏，大量研究集中在探讨学生的移动学习。此

外，已有研究表明，教师和管理者对移动设备用于教

育教学的意识比较薄弱，存在管理上的困难，对于移

动设备在教学中的应用不能持开放接受的态度。实

际上，移动设备在教育、教学中使用的效果已得到验

证，且学生已具备接受移动学习开展的条件，因此，

教师和管理者需要转变观念，从思想意识上，接受和

认可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移动设备。同时应加强对教

师和管理者的研究，诸如教师和管理者在教育教学

中采用移动学习的影响因素，教师和管理者如何才

能更有效地开展移动学习，如何提升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开展移动学习的能力等。

（二）聚焦移动环境下学习和教学理论研究

移动学习研究的推进和移动学习效果的提升，

需要具体、可操作的学习和教学理论的指导。目前

高等教育领域移动学习的教学应用研究主要应用建

构主义、会话理论、活动理论、协作学习、情境学习等

理论。沿用已有的学习理论，在设计移动学习活动

时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在突显移动学习的特征

上表现乏力。移动环境下的学习既不同于传统环境

下的学习，也不同于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的学习，移动

学习表现出高度的碎片化特征，系统性不强，容易停

留在浅层学习，如何将碎片化学习所获得的知识进

行重整以实现知识的系统性，达到深层次学习，正是

移动学习需要探究的问题。移动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的转变，仅仅使用

技术而无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不会对学生的

绩效和学习结果产生益处，因此应重视移动学习理

念和方法的研究。

（三）重视移动学习带来的混合学习形式的

转变

由于移动设备的普及、移动设备性能的提升以

及移动学习资源的丰富，学习已不局限在正规学校

教育环境中，在工作、生活等非正式学习和实践地点

也可通过移动设备进行，当前移动学习的应用更多

地表现为学习者在开展混合学习。移动技术可以支

持课堂中的学习、真实环境中的学习以及个人非正

式学习，移动技术为混合学习的实现提供了支撑，高

等教育中移动学习的研究应该重视如何促成正式学

习与非正式学习、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的融合，推

进混合学习的开展。正如贝蒂科斯等（Ｂｉｄｄｉｘ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移动学习在高等
教育中的应用表现出向学生驱动的混合学习形式转

变的趋势。其对韩国和美国的６２０名本科学生进行
了调查，调查问题为在完成课堂任务时喜欢如何使

用移动技术？对使用移动设备提高课堂学习效果有

哪些建议？研究者对调查结果进行语义分析，发现

学生在课堂中利用移动技术开展在线学习，重构了

传统面对面课堂，形成了混合学习的形式。

（四）关注面向影响因素调查结果的移动学习

效果提升研究

为了促进移动学习应用效果，研究者从不同角

度开展了大量研究以了解影响移动学习行为意向的

因素，但忽视了对研究结果的利用。例如，从采用移

动学习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来看，态度、自

我效能感和绩效预期是最显著的因素，而如何通过

提升移动学习的态度、自我效能感，改善绩效预期促

进移动学习效果的研究十分欠缺。移动学习研究应

形成横向和纵向的研究链条，在横向研究上，移动技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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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有效性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和移动学习系统设

计开发研究已较为完整，但在推进研究走向更深入

的纵向研究上还不够。未来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利用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不断使研究

走向纵深，并关注面向影响因素调查结果的移动学

习效果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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