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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与学习投入对学生的网络学习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少有研究涉及其影响
机制。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学习的视角，采用问卷法考察混合学习环境下３３６名大学生的动机信念、动机调节
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１）在混合学习环境下，大学生对六种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偏好不同，使用最
多的是掌握目标调节策略，其次是价值调节、学习环境构建和表现目标调节策略，使用最少的是自我强化和情境

兴趣调节策略；２）动机信念、动机调节和学习投入之间显著正相关；３）自我效能感和任务价值既可直接正向预
测学习投入，也可通过动机调节间接预测学习投入。在混合学习环境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仅要激发和增强

学生的动机信念，还要注重引导学生主动运用动机调节策略维持或提高学习动机，进而促进学生持续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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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互联网便捷性和普及性的提升，越来越多

学生倾向于选择网络学习，以方便地获取学习信息

及资源，自主安排学习。然而，网络学习的高度自主

性以及指导者的“缺席”，要求学习者成为能够掌控

自己学习过程的“专家”，这对很多学习者来说是挑

战（Ｌｅｈ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网
络学习的优势，研究者提出了“混合学习”，即将在

线学习与传统面对面教学有机整合的一种新的学习

方式（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Ｋａｎｕｋａ，２００４）。这使得混合学习
有可能集两种学习方式的优势于一体。有研究表

明，混合学习的运用对降低辍学率和提高学生的考

试成绩均有积极影响（ＬóｐｅｚＰéｒ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随着混合学习的兴起，学习投入作为影响学生

网络学习质量的重要变量日益受到重视。学习投入

指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所展现出的持续的积极状态，

包含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活力主要指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学习坚持性和心理弹

性等；奉献主要指学习者在学习任务上的自豪感、热

情和是否敢于挑战；专注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全

神贯注的程度。三者反映了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的

心理状态和质量（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研究表
明，学习投入是衡量网络学习者学习满意度和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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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有效指标（Ｒｏｎｉｍ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拥有较高
水平的学习投入有利于网络学习者顺利达成学习目

标，获得满意的学习效果。因此，探讨学习投入的影

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对改善学生的网络学习

效果，优化网络教学环境具有重要价值。现有研究

除了关注网络平台设计、资源利用、指导者等外部因

素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高洁，２０１６；Ｍ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还将目光指向能够促进网络学习者学习投
入的个体内在因素，但少有研究基于自我调节学习

的视角探讨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

自我调节学习是学习者在网络学习中能否获

益的关键，是学习者为了改善学习效果、达到学习目

标，主动使用学习策略对自身认知、动机和行为进行

计划、监控和调整的过程，包括动机和学习策略两个

维度。动机维度包含内／外目标定向、学习控制信念
等六个要素，学习策略维度包含元认知调节、时间和

学习环境管理、寻求帮助等九个要素（Ｃｌｅａｒｙ＆Ｚｉｍ
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Ｐｉｎｔｒｉ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根据自我调
节学习的社会认知模型，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过

程被分为计划、行为或意志控制和反思三个循环的

阶段。计划阶段主要涉及学习者对学习任务的分

析，以及激活与任务相关的先前知识经验和动机信

念（自我效能感和任务价值），且动机信念的激活会

促进之后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行为或意志控制阶

段主要涉及学习者主动采用学习策略对学习过程进

行调节和监控，包括认知、元认知和动机调节过程；

反思阶段指学习者在学习结束之后对自身学习过程

和学习表现进行总结，这会影响后续学习中的计划

阶段（Ｃｌｅａｒｙ＆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由此可见，动机
因素在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占重要地位。其中，动

机信念作为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学习的前提和基础，

是指学习者拥有的影响其任务选择、努力和坚持的

观念，如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等（Ｐｉｎｔｒｉｃｈ，１９９９）。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项任务的

主观评估（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２）。任务价值是个体关于
任务对自身的有用性和重要性、对任务的兴趣、是否

能够获得他人奖赏以及完成任务所需代价的主观判

断（齐越等，２００５）。根据社会认知理论（Ｂａｎｄｕｒａ，
１９８２），学习者保持高水平的学习投入离不开动机
信念，只有具备较强的动机信念，维持良好的动机水

平，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当前有关动机

信念与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学习

环境。这些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中

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石雷山等，２０１３）；青少年和
大学生的主观任务价值与其行为、认知及情感投入

水平均显著正相关（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Ｗａｎｇ＆
Ｅｃｃｌｅｓ，２０１３）。因此，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与学习
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系。由此推论，在混合学

习环境下，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与主观任务价值可

能是影响其学习投入的重要变量。

然而，由于在混合学习环境中，学习者大部分时

间在进行网络学习，学习环境的丰富性、学习者自主

学习能力的不足等都容易使学习者的动机水平发生

变化（Ｍｏｏｓ＆Ａｚｅｖｅｄｏ，２００８）。因此，为了保证学
习投入，学习者对其动机进行调节以提高或维持良

好的动机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动机调节是指个体有

目的地激发、维持、增强他们开始或完成一项特殊活

动的意愿的过程（Ｗｏｌｔｅｒｓ，２００３），是自我调节学习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自我调节学习的社会认知模型

可知，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不仅需要在初始阶段激

活动机信念以便对后续自身认知、元认知活动进行

监控，还需要持续调整自身的动机水平（Ｃｌｅａｒｙ＆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学习者对
认知过程的调节，尤其强调元认知调节对学习的影

响，动机调节的作用却被忽视。已有研究表明，学习

者对不同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偏好不同，且动机调

节能有效地维持和改善学习者的动机水平（Ｗｏｌｔｅｒｓ
＆Ｂｅｎｚｏｎ，２０１３），进而可能对学习投入及学习效果
产生积极作用。当前并没有研究考察动机调节和学

习投入的直接关系，但基于传统学习环境的研究发

现，动机调节能够提升学习者在学习任务上的努力

程度（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ＳｔｉｅｎｓｍｅｉｅｒＰｅｌｓｔｅｒ，２０１２），而努
力程度是学习投入高低的主要表现之一。动机调节

的缺乏容易导致学习者学习倦怠情绪的产生（Ｆｒｉｔｅａ
＆Ｆｒｉｔｅａ，２０１３），从而削弱学习者的积极性，减少学
习投入（张智等，２００９）。上述分析表明，在混合学
习环境下，动机调节如何影响学生学习投入的机制

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混合学习环境下

两者间的关系。

在混合学习环境下，动机调节也可能受到动机

信念的影响。自我调节学习的社会认知模型认为，

初始计划阶段中学习者动机信念的激活会影响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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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意志控制阶段中的动机调节活动（Ｃｌｅａｒｙ＆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基于传统课堂的研究也显示，
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任务价值对动机调节策略的

不同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Ｗｏｌｔｅｒｓ＆Ｂｅｎｚｏｎ，
２０１３）。相比传统学习环境，混合学习环境对学习
者主动调节学习过程的能力要求更高，学习者需要

更积极地调节自身的动机水平以维持良好的学习状

态，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学习者的动机信念与动机

调节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在混合学习环境下，自我调节学习中

的动机因素与学生的学习投入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

系，但当前对自我调节学习与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

探讨还十分有限，动机信念和动机调节影响学习投

入的机制也尚不清楚。为此，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

学习的社会认知观，考察混合学习环境下动机调节

在动机信念影响大学生学习投入的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根据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１）大学生对不同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偏好不同；
２）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均正向预测学习投入；
３）动机调节在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对学习投

入的影响中均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本研究选取参与华中师范大学混合课程学习

（学生２／３的时间通过网络进行自主学习，１／３的时
间在课堂与老师面对面研讨）的本科生为研究对

象，被试涵盖了文理科学生，所选课程包括信息技术

与课程整合、心理学基础、地理学思想史等。研究采

用整班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４００份问卷，回收３８１
份，剔除信息不完整和回答不认真的问卷后共获取

有效问卷 ３３６份，有效率为 ８８．２％ 。其中，女生
２４０名（占７５．９％），男生９１名（占２４．１％），有５名
被试没有填写性别信息。

（二）研究工具

１．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选自平特里奇等人（Ｐｉｎｔｒｉｃｈ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编制的学习动机策略问卷中的自我效能感分
量表，共８个项目。量表采用７点计分，从“１完全
不符合”到“７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
我效能感越强。原量表的α系数为０９１，在本研究

中量表的α系数为０８６。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
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２／ｄｆ＝４４５，ＮＦＩ＝０９５，ＣＦＩ
＝０９６，ＩＦＩ＝０９６）。
２．任务价值量表
该量表选自阿蒂诺和莫科奇（Ａｒｔｉｎｏ＆Ｍｃ

Ｃｏａｃｈ，２００８）编制的在线学习价值和自我效能感问
卷中的任务价值分量表，共６个项目。量表采用７
点计分，从“１完全不符合”到“７完全符合”，得
分越高表示个体感受到的任务价值越高。原量表的

α系数为０８５，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α系数为０８１。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２／
ｄｆ＝２３４，ＮＦＩ＝０９７，ＣＦＩ＝０９９，ＩＦＩ＝０９９）。
３．动机调节量表
本研究翻译和修订了沃尔特斯和班宗（Ｗｏｌｔｅｒｓ

＆Ｂｅｎｚｏｎ，２０１３）编制的动机调节量表，原量表共３０
个项目，分为掌握目标调节、表现目标调节、价值调

节、自我强化、学习环境构建和情境兴趣调节６个维
度，采用７点计分，从“１完全不符合”到“７完全
符合”。该量表的研制过程如下：首先由一位心理

学硕士将原量表译成中文；然后由一位英语硕士进

行回译；最后由一位心理学教授和三位心理学硕士

根据原量表和回译的结果进行对比讨论，做进一步

修改，确定本研究要使用的中文版量表。在随后进

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本研究根据侯杰泰等人

（２００４）的建议，删除因素负荷低于０５的一个题项
（“我会试着在自己更专注的时候学习”）。调整后的

量表拟合良好（χ２／ｄｆ＝３４５，ＮＦＩ＝０９４，ＣＦＩ＝０９４，
ＩＦＩ＝０９４）。原量表各维度的 α系数分别为０８４，
０８８，０８８，０７７，０９１，０９１，本研究中α系数分别为
０８５，０８１，０８３，０６８，０７３，０８４，总量表的 α系数
为０９３。
４学习投入量表
本研究采用方来坛等人（２００８）对肖费利等人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的修
订，共 １７个项目，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
该量表采用７点计分，从“０从来没有过 ”到“６总
是如此”，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学习的投入越多。

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的 α系数分别为 ０８７，
０８５，０８７，总量表的α系数为０９４；验证性因素分
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２／ｄｆ＝２３４，ＮＦＩ
＝０９７，ＣＦＩ＝０９９，ＩＦＩ＝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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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由接受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担任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班级团体施测，问

卷完成时间约１５分钟。研究者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和
Ｌｉｓｒｅｌ８．８０软件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
析。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采用描述统计和方差

分析得出混合学习环境下大学生在各变量上的特

征；其次，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为建立中介模型

提供前提；最后，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动机调

节在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与学习投入关系中的

作用。

表一　 动机信念、动机调节和学习投入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任务价值 １

２．自我效能感 ０．６０ １

３．价值调节 ０．６８ ０．６８ １

４．表现目标调节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５６ １

５．自我强化 ０．２５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４７ １

６．学习环境构建 ０．３３ 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１ ０．５５ １

７．情境兴趣调节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３６ ０．４９ ０．６３ １

８．掌握目标调节 ０．４０ ０．５３ ０．５５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６６ １

９．动机调节 ０．５５ ０．６６ ０．７７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８２ １

１０．学习投入 ０．５１ ０．５６ ０．５３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５７ １

Ｍ ４．８５ ４．５９ ４．９７ ４．９４ ４．６０ ４．９６ ４．６９ ５．０８ ４．８７ ４．１２

ＳＤ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８９ ０．９９ １．０６ ０．８８ ０．８８ ０．９２ ０．７２ ０．８６

　 注：所有相关系数均在ｐ＜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因

此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为尽量避免可能存在的

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在施测时，

首先从程序方面进行了相应控制，如使用匿名作答，

并向被试强调问卷作答的保密性等（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数据回收后，在统计方面我们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
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２９．８％，低于 ４０％的临界
值，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动机信念、动机调节和学习投入的描述统

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

表一。结果表明，在混合学习环境下，自我效能感、

任务价值、动机调节、学习投入的平均值都高于４，
且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与动机调节、学习投入之间

都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５，ｐ＜０．００１）。
为更清晰地了解大学生在混合学习中的动机调

节情况，本研究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

他们在各动机调节策略上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

大学生在六种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上差异显著

（Ｆ＝２５．９０，ｐ＜０．００１，ηｐ２＝０．０７２）。具体表现为，
大学生对掌握目标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其

他动机调节策略（ｐ＜０．０５），其次是价值调节、学习
环境构建和表现目标调节策略，这三种策略的使用

频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且都显著高于自我强
化和情境兴趣调节策略（ｐ＜０．００１），自我强化和情
境兴趣调节策略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三）动机调节在动机信念和学习投入之间中

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根据假设，采用 Ｌｉｓｒｅｌ８．８０软件建立了
以任务价值、自我效能感为外源潜变量，动机调节、

学习投入为内源潜变量，动机调节为中介变量的结

构方程模型（如图１）。该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χ２／ｄｆ＝３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９，ＩＦＩ＝０９６，Ｃ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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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动机调节在动机信念和学习投入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０９６，ＮＦＩ＝０９５，表明模型拟合良好。由中介模型
各路径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混合学习环境下，自我效

能感和任务价值分别显著正向预测动机调节（β＝
０５１，ｐ＜００５；β＝０３０，ｐ＜００１）和学习投入（β＝
０２５，ｐ＜００５；β＝０１９，ｐ＜００５），动机调节显著
正向预测学习投入（β＝０３５，ｐ＜００１）。因此，动
机调节在任务价值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为０１１，效应量为３６６７％；动机调节
在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也起部分中介作

用，中介效应为０１８，效应量为４１８６％。

四、结论和启示

基于自我调节学习的社会认知观，本研究首次

在混合学习环境下将动机调节纳入自我调节学习的

研究框架，探讨了参与混合学习的大学生动机信念、

动机调节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有意

义的发现。

（一）大学生对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偏好不同

根据表一，大学生在四个变量上得分的平均值

都大于其中间值。这说明混合学习环境下，大学生

的学习表现整体良好，即他们对自己能够完成学习

任务的能力较为自信，能够认识到当前学习任务的

价值和重要性，同时也会积极主动地采取合适、有效

的动机调节策略监控和调整自己的学习过程，并维

持较高水平的学习投入，保证顺利完成学习任务、获

得满意的学习成绩。

在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方面，研究发现，在混合

学习环境下，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是掌握目标调节策

略，其次是价值调节、学习环境构建和表现目标调节

策略，使用最少的是自我强化和情境兴趣调节策略。

由此看来，在混合学习环境下，大学生更倾向于掌握

知识和提升能力，并且注重学习任务本身的价值。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会更多地使用掌握目标调

节和价值调节策略，即多从内部因素调节动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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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学生对表现目标调节和学习环境构建这两

种外部定向的动机调节策略的使用也较多。这说

明，大学生在混合学习中依旧十分关注自身的学业

表现；同时，主动调控学习环境也可能是大学生维持

或提升自身动机水平较为直接、有效的策略，对学习

环境中干扰因素的主动克服能够使他们更好更快地

重新投入学习活动（谢怀萍，２００９），尤其是在时间
和地点均不受限制的基于计算机的学习环境中。自

我强化指学习者用自我奖惩的方式促使自己完成学

习任务，属于动机的外部调节方式，低年级学生通常

会采取这种调节方式，但随着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的提升，运用这种策略来调节动机的频率便会降

低（谢怀萍，２００９）。本研究中参与混合学习的大学
生较少运用情境兴趣调节的方式维持动机，这可能

是因为该策略对情境的依赖性较强，只在某些特定

学习情境中有效。

总体来说，在混合学习环境下，大学生更多地使

用比较积极的策略调节其动机，这与传统学习环境

下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传统课堂中

大学生对表现目标调节及自我强化策略的使用频率

最高（Ｗｏｌｔｅｒｓ＆Ｂｅｎｚｏｎ，２０１３）。这可能是因为相
较于传统课堂，混合学习环境下的课程评价规则

（平时成绩占６０％８０％，期末成绩占２０％４０％）更
强调以习得知识、提升能力为主的形成性评价，且大

学生的平时作业、课堂参与以及学生在网络学习平

台上发布的提问、讨论等均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这就促使他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需要积极主动地

参与和调节学习以有效地掌握学习内容，达成学习

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在学习结束时获取高分。因

此，参与混合学习的大学生会更多地使用掌握目标

调节策略对学习过程进行调节。

（二）大学生的动机信念可直接正向预测学习

投入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与学

习投入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大学生在混合学习中

的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信念越强，学习投入水平可

能就越高，自我效能感、任务价值与学习投入之间关

系密切。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混合

学习环境下，自我效能感与任务价值均可直接正向

预测学习投入。这一结果与以往基于传统学习环境

的研究结果一致（石雷山等，２０１３；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Ｅｃｃｌｅｓ，２０１３）。高洁（２０１６）基于在
线学习环境的研究也发现，学习效能感可以直接正

向预测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在混合学习环境下，自

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学习任务

的能力较为自信，在遇到困难时会表现出更高的专

注度和坚持性，进而提高学习投入水平。同样，大学

生感受到学习任务的重要性、实用价值以及趣味性

越高，越倾向于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并投

入更多的热情、付出更多的努力。另外，根据期待
价值理论的观点（Ｅｃｃｌｅｓ＆Ｗｉｇ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２），学习者
对是否能够顺利达成学习目标的期望以及对任务价

值的评估会直接影响其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因

此，在混合学习环境中，自我效能感和任务价值信念

越强的学生，越容易在学习过程中保持较高的投入

水平，进而获取满意的学习效果。这一结论说明无

论是在传统学习环境还是在混合学习环境，动机因

素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均具有积极影响。

以往研究多集中探讨动机因素对学习情绪及学习效

果的直接作用（郭龙健等，２０１２；Ｋ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而本研究发现，在混合学习环境下，动机因素也会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

（三）大学生的动机信念可通过动机调节间接

影响学习投入

本研究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动机调节在自我效

能感、任务价值与学习投入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该结果说明，在混合学习环境中，动机信念作为学生

自我调节学习的基础和前提，是通过影响动机调节

影响学习投入的。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自我效

能感和任务价值信念强的学习者能够更有效地进行

动机调节，而具备良好动机调节能力有助于学习者

在学习活动中保持更高的认知投入和获取更好的学

习效果（Ｃｌｅａｒｙ＆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Ｐｉｎｔｒｉｃｈ，１９９９）。
另外，在混合学习环境中，学生的动机水平可能会在

学习过程中发生变化，并导致学习投入的波动，而动

机调节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及时察觉到这种变化，并

能够积极调用动机调节策略维持或提升其动机

（Ｗｏｌｔｅｒｓ＆Ｂｅｎｚｏｎ，２０１３），从而促进自身持续地投
入学习。因此，在混合学习环境中，大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和任务价值信念越强，其动机调节水平也会越

高，进而显著促进其学习投入。动机调节对学习投

入的促进作用说明作为自我调节学习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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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调节是保证学生维持高水平学习投入的重要

条件。同时，该中介路径也有力地揭示了在动机不

断波动的混合学习环境中，自我调节学习中的动机

因素作用于学习投入的机制。未来研究可基于不同

学习情境进一步探讨不同动机调节策略在自我调节

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在理论方面，以上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动机调节

的重要作用。在混合学习环境中，自我效能感和任

务价值不仅能直接正向影响学习投入，还可通过动

机调节促进学习投入。这一结果和以往基于传统课

堂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揭示了动机调节在传统和

混合学习环境下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在实践方面，

本研究的结论也对今后混合教学的改善和优化具有

重要启示：

首先，教师要注重增强混合学习环境中学习者

的自我效能感。在混合学习环境下，教师不仅要提

供与学习任务相关的信息、资源等外部支持，还要注

重增强学生完成课程和学习任务的自我效能感，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比如，教师应根据学生的

个人兴趣和长远发展组织学习活动，帮助学生树立

合理的学习目标，设计学习任务的难度要适当、评价

体系要合理，要及时识别和缓解学生可能出现的焦

虑、倦怠等消极心理，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保持

适当的自信，积极参与学习，达成学习目标。

其次，课程设计者要注重凸显学习任务的价值

和重要性。在混合学习环境中，任务价值信念高的

学生会在学习活动中感受到较多的愉快，表现出更

高的学习满意度，有助于投入学习；反之，对课程任

务价值评估过低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沮丧

的情绪体验，进而影响学业表现（龚少英等，２０１６）。
因此，课程设计者应注重凸显课程任务的价值，即课

程任务不仅要满足学生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需求，

还应具备一定的趣味性，并且要展现出对学生实际

生活和长远发展的积极意义，使学生认识到课程的

重要性和实用价值，从而改善情绪体验，提升学习动

机，保证学习投入。

最后，研究者和教学者要重视动机调节在自我

调节学习中的作用。本研究对动机调节作用的证实

不仅对自我调节学习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起到了

补充作用，也为今后如何提高和维持学习者的学习

参与度及投入度提供了参考。即在混合学习环境

中，教师除了要激发和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还需要

关注学生学习动机的变化，注重引导学生主动采取

适当有效的动机调节策略改善自身的动机水平，增

强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新情境的动机，以维持良

好的学习状态，提升学习投入。

综合来看，尽管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学习等理

论及以往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研究假设，假设的验证

也在一定程度上可给未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但在同一时间点对同一人群收集数据的横向研究法

仍不足以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今后可采用纵向

追踪设计更深入地考察本研究中各变量间的关系。

此外，本研究只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研究方法相对

单一，而国外相关研究已开始采用追踪日志或出声

思维等基于信息加工理论的在线测量方法考察、分

析网络情境中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Ｇｒｅｅｎ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因此，未来研究可结合问卷施测和在线测
量两种方法进一步探讨网络学习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及自我调节学习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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