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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线课程受到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在线学习

准时空分离特性，学习者易产生孤独、无助等情绪，实际学习效果尚未达到预期。探究远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

力，辨析学习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可帮助学习者克服消极体验，提升学习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首先通

过理论研究，提出包含内驱力、认识力、意志力以及应用力四个维度的在线学习力理论框架，而后开展问卷调查，

采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的构成维度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我国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应用力和内驱力水平较高，但意志力和认识力水平较低，在线学习力整体水平与学习准

备度、学校环境、教师认识、家长意愿以及性别、学段、学校类别等背景信息显著相关。其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

力受教师认识和家长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学生受教师与家长的影响不显著，受学校环境影响显著。据此，本

研究提出建立在线学习力评测标准，开展针对性课程设计并优化在线学习系统，形成自主学习理念的共识。本

研究可以为在线学习水平提升和实践模式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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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线学习由于能够突破面授课程的时空限制，

成为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唯一解决方案，各级

各类主体对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线学习为

学习者提供了便利灵活的学习环境，但是由于其准

时空分离特性，教学过程缺乏必要的社会性互动与

非语言暗示（张婧鑫等，２０１９），学习者易产生孤独、
无助等情绪，实际学习效果尚未达到预期。探究学

习者的在线学习力，辨析学习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不

仅能够帮助学习者克服消极体验，提升学习水平，也

有助于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丁亚元等，２０１５）。

因此，本研究试图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疫情

期间的大规模在线实践，编制测量问卷，以期揭示在

线学习力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我国中小学生

在线学习力的测评、分析和应用提供借鉴依据，并为

下一步在线学习服务的“常态化”实践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学习力的内涵

学习力源于杰伊·福特里斯（Ｊａｙ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１９６５年提出的关于学习型组织的构想，其后被迁移
至教育领域（曹立人等，２０１６ａ；山子，２０１４）。目
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学习力内涵的解读具有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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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代表性观点见表一。研究者普遍认为学习力

是客观且抽象的，与学习活动相互作用，涵盖动态过

程与静态结果，是对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的能量、品质、素质或能力。

表一　学习力内涵的代表性观点

内涵倾向 代表性观点

能量观

学习是两条链相互作用的过程，分别代表学习者的意

愿以及试图达成的结果，两者的相互作用能够提升学

习者的学习力（ＭｃＧｅｔｔｒｉｃｋ，２００２）。

学习力是促进学习意愿与结果互相作用的能量

（Ｃｒｉｃｋ，２００６）。

学习力是学习者具有的生命能量与动力，促进人的生

长（裴娣娜，２００６）。

品质观

学习力是性格、生活经验、社会关系、价值观、态度、信

仰等构成的复杂混合体，它们共同塑造个体在特定学

习机会中的内在属性（ＥＬＬＩ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２０）。

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习力是特定时间内指

向学习活动的学习品质（谷力，２００９）。

学习力是个体内部关于学习的心理品质，能够展现个

体的学习能力（张湘韵，２０１６）。

素质观
学习力是学习者基础性的文化素质，其生成效率可用

于衡量教学的有效性（吴也显等，２００５）。

能力观

学力是个体在学校里有意识形成的非一般生活能力

（钟启泉，１９９９）。

学习力是指向学习目的的动态能力系统（瞿静，

２００８）。

学习力是个体获取、分享、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朱

唤民，２０１１）。

由于在线学习环境下的活动组织方式、学习环

境以及学习评价等与常规课堂不尽相同，在线学习

力具有学习力一般特征的同时，强调在线学习环境

的学习特性。丁亚元等（２０１５）将在线学习力定义
为在线学习情境下，促进学习者内驱力、认知力以及

学习结果相互促进的能量系统。李宝敏等（２０１７）
基于远程学习者特征，认为在线学习力是促进学习

者学习属性与学习结果相互作用的能量系统，增进

学习目标的达成以及自我成长。王欣悦（２０１８）从联
通主义视角出发，将在线学习力定义为在线环境下，

促进学习者认知力、驱动力和转化力相互作用的动

态系统。本研究认为，在线学习力是在在线学习环

境下，远程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学习效果效率与个体发展的能力。

（二）学习力构成

学习力构成要素大致可归为内驱力、认识力、意

志力及应用力四类要素（如表二）。内驱力源于个

体的兴趣和需求，促使学习行为的发生；认识力是学

习者建构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意志力是学习者

抵抗外界干扰，进行专注学习的能力；应用力是学习

者将实践转化为学习结果的能力。

表二　学习力构成要素

研究者 内驱力 认识力 意志力 应用力

瞿静（２００８） √ √ √

郭黎岩等（２０１１） √ √ √ √

李润洲（２０１５） √ √ √

曹立人等（２０１６ａ） √ √ √

贺文洁等（２０１７） √ √ √ √

丁亚元等（２０１５） √ √ √ √

李宝敏等（２０１７） √ √ √

管珏琪等（２０１８） √ √ √ √

在线学习力是在线学习与学习力的有机融合。

张嘉丽（２０１１）以远程学习者对研究对象，在四要素
说与七要素说的基础上，将学习力概括为学习动力、

学习态度、学习效率、自主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

以及创新能力六要素。丁亚元等（２０１５）认为在线
学习力由内驱力、认知力、意志力、转化力四要素构

成，并据此调研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力的现状。李

宝敏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从在线学习的特征出发，得出
学习力包含内驱力、顺应力、策应力、管理与调节力

以及互惠力。

学习力与在线学习力的本质属性相同，二者的

构成要素基本相似，即主要包含内驱力、认识力、意

志力以及应用力四个维度，但在线教学力的具体衡

量指标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如强调信息素养与自

主学习能力。

（三）学习力影响因素

学习力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

当前研究侧重于探究个人因素对学习力的影响。例

如，肯博（Ｋ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通过集体访谈法发现，学习
经验的实践应用有助于个体学习力的提升。曹立人

等（２０１６ｂ）通过自编问卷调查不同特征高中生的学
习力差异，发现精神状态、动机水平、认知能力等因

素会显著影响学习力。环境因素主要分家庭环境与

教师认识。陈树洪（２０１３）基于理论分析认为，学校
环境与家庭环境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力。贺文洁等

（２０１７）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文化资本、父母期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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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能够预测学习者的学习力水平。良好的课堂设

计也能够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力（李瑾等，２０１８；周
迎春，２０１７），即教师认识与技能能够促进个体学习
力的发展。

与传统学习环境相比，在线学习环境下教师对

学习者的约束力降低，这对学习者的准备、适应能力

等提出较高要求。宋颉（２００５）基于理论分析，认为
学习适应性影响远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力。钟志贤

等（２００８）从赛伯人际管理的视角指出人际交往对
学习力的影响。郭灵婕（２０１９）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学习者的自我意识、学习基础和学习支持能够预测

在线学习力。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学习准备度是学习者学习前已经具备的与本次

学习相关的情况（李娟等，２０１４）。本文认为，学习准
备度主要包括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适应情况以及学

习环境准备。学习适应情况影响学习者学习策略的

运用，适应良好者能够有效应对消极情绪干扰（张泳

等，２０１２）。学习环境准备影响学习者的资源可触达
程度，可能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故本研究假设学

习准备度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影响。

Ｈ１：学习准备度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
影响。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学习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形

成且不断发展。学习者的学习经验，即所在学校是

否部署过网上教学服务和应用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可能影响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力。故本研究假设学校

环境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影响。

Ｈ２：学校环境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影响。
教师对在线学习的认识影响教师的教学策略与

教学态度，良好的课堂设计能够增进学生学习力的

发展（李瑾等，２０１８；周迎春，２０１７）。故本研究假
设教师认识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影响。

Ｈ３：教师认识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影响。
家庭文化资本对学习者学习力具有正向影响，

父母期望与父母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学习力（贺文洁

等，２０１７），并且家长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学习者的
学习能力（赵淑英等，２００５）。故本文假设家长对在
线学习的了解程度与支持力度，即家长意愿对中小

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影响。

Ｈ４：家长意愿对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有积极
影响。

不同研究者对性别是否影响学习力持不同观

点。马郑豫（２０１５）研究发现，中小学男生的学习能
力高于女生。赵淑英等（２００５）则认为不同性别小
学生的智力水平相似，学习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本

研究假设性别影响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

不同学段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水平不同，但其具

体表现尚未达成一致。王晓晨等（２００９）研究发现，
初中生对电子设备的态度，即内驱力优于高中生。

孙智昌等（２０１６）发现，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运用，即
认识力随年级升高而下降。鉴于不同学段学生在线

学习力不同维度存在差异，本文假设学段影响中小

学在线学习力。

受习得方式、使用行为以及信息化学习开展程

度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学生的信息化学习能力存在

群体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李葆萍，２０１３）。故本研
究假设学校类别影响中小学在线学习力。

Ｈ５：性别、学段、学校类别影响中小学生在线学
习力。

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概念框架

（二）研究方法

１．调研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

间参与在线学习的中小学生。调研工具包括四份问

卷，分别针对学生、区域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家长。

学生问卷主要包括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学

段、学校类别等）以及在线学习力和学习准备度两

项测量变量。区域教育管理者问卷用于调查各省市

的学校环境，教师问卷用于调查各省市的教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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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问卷主要调查各省市的家长意愿。

研究以网络形式发放问卷，剔除作答时间小于

３０秒或者包含缺失值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１７００８份。调查对象覆盖全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囊
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多学段的城乡不同学校类别

的学生。其中，男生占５２２％，女生占４７８％；小学
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占 ５６５％、２８２％和
１５３％；就读于城镇学校、农村学校和教学点的学生
分别占７５２％、２２１％和２７％。
２．数据分析
１）因子分析法：本研究首先通过常识判断问卷

信效度；其次，为统一量纲，通过线性函数对所有问

卷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取值介于［０，１］之间；
再次，使用因子分析探究在线学习力的构成维度。

２）皮尔森相关系数法：本研究通过区域教育管
理者、教师和家长问卷，计算各省市学校环境、教师

认识以及家长意愿；以省市名称为主码连接学生问

卷与上述问卷；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法，探究在线学

习力与学习准备度、学校环境、教师认识以及家长意

愿等变量的相关性。

３）Ｔ检验与 ＡＮＯＶＡ分析法：本研究采用 Ｔ检
验和ＡＮＯＶＡ分析法测量性别、学段以及学校类别
三项协变量对在线学习力的影响。

４）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本研究使用皮尔森相关
系数法计算自变量的独立程度，运用逐步多元回归

分析法计算学习准备度、学校环境、教师认识以及家

长意愿四个自变量对在线学习力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一）在线学习力构成与现状

１．在线学习力维度的因子分析
本研究将多选题答案按照积极程度进行打分，

通过线性函数对所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因子分

析结果显示，在线学习力的 ＫＭＯ值为０．７１７，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值为２５７５４．１９０，达到０．０００的显著性
水平，这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于在线学

习力由四个维度构成，本研究萃取四个主成分，累计

贡献率为７３．０２３％，并剔除因子载荷小于０．７的题
项，降低题目的重复性（表三）。

结果表明，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力由内驱力、认

识力、意志力和应用力四个维度构成。其中，内驱力

与麦格特里克（ＭｃＧｅｔｔｒｉｃｋ，２００２）双螺旋结构的意
愿链具有同一性，其他三个维度与其知识与技能链

较为相似。

表三　最大差异量规学生评教数据

维度 题目编号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内驱力
０．７０１ ０．２１４

５ ０．７０１ ０．２１４ ０．９１２

认识力

０．３３３ ０．２９１

７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５ ０．８８１

８ ０．４０１ ０．３０６ ０．８８３

意志力
０．４０３ ０．２８６

１０ ０．４０３ ０．２８６ ０．９６８

应用力

０．７０３ ０．２２４

６ ０．６９７ ０．２２５ ０．８３８

９ ０．７０９ ０．２２３ ０．８０２

２．在线学习力现状
在上述四个维度中，应用力维度得分均值最高

（Ｍ＝０．７０３），表明中小学生在线学习的迁移运用与
实践转化能力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内驱力维度得分

均值次之（Ｍ＝０．７０１），表明中小学生对在线学习具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学习兴趣。认识力得分均值最

低（Ｍ＝０．３３３），尤其是疫情期间期望的网上学习题
项得分最低，这说明中小学生对在线学习形式具有

一定的选择性，可能影响其知识建构与问题解决能

力的形成和发展。此外，意志力的得分均值处于中

等偏低水平，说明学习者在线学习的抗干扰能力

一般。

（二）在线学习力的影响因素

１．单因素分析
１）皮尔森相关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区域为主码，将学生问卷与区域教

育管理者、教师、家长问卷相连，删除信息不全的省

份，得到有效问卷１１３７６份。其中，男生占５１５％，女
生占４８５％；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分别占６５３％、
２３５％、１１２％；就读于城镇学校、农村学校、教学点
的学生分别占７７３％、２０６％、２２％。

其次，本研究使用皮尔森相关系数表示各变量间

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均与在线学习力

水平显著正向相关。

四项自变量中，学生准备度与在线学习力的相关

关系最强，即中等程度相关（ｒ＝０４２５，Ｐ＜００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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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准备度与应用力关联程度较大（ｒ＝０７１１，Ｐ
＜００１），表明学习者的学习准备影响学习者的学习
效果，具有良好学习适应性与上网条件的学习者倾向

于对学习内容进行迁移应用，其次是内驱力（ｒ＝
０４２５，Ｐ＜００１），说明准备良好的学习者对在线学
习具有较高的学习热情，学习驱动力较强。

学校环境（ｒ＝００２３，Ｐ＜００１）、教师认识（ｒ＝
００８０，Ｐ＜００１）和家长意愿（ｒ＝００５８，Ｐ＜００１）
均与在线学习力有着极弱的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

上述三个变量对学生的在线学习力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相关系数较低可能是由于社会环境、教师认识、

家长意愿难以与学生数据进行精确匹配，取区域均

值对学生的上述变量进行赋值颗粒度较大所致。

２）Ｔ检验与ＡＮＯＶＡ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Ｔ检验方法分析性别差异对中小

学生在线学习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男生在线学习

力显著低于女生（Ｍ男 ＝０５２３６，Ｍ女 ＝０５３４７）。具
体到各维度，男生的认识力与意志力均显著低于女

生，应用力显著高于女生，二者的内驱力没有明显区

别。这表明，在线学习环境下，中小学女生的知识

建构与问题解决能力高于男生，且具有较强的专注

力，男生具有较强的转化创新能力，能够将学习结果

迁移运用。

本研究通过ＡＮＯＶＡ分析学段与学校类别对学
生在线学习力的影响。不同学段学生的在线学习力

水平差异显著，初中生的在线学习力高于小学生与

高中生（Ｍ小学生 ＝０．５２４０，Ｍ初中生 ＝０．５４３４，Ｍ高中生 ＝
０．５２９５）。具体体现为初中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实
践应用能力较强，小学生与高中生的特点相反，具有

较高的在线学习力热情，但学习专注能力较差。这

可能与不同学段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学习压力

存在差异相关。

不同学校类别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力水平差异显

著。教学点学生与城镇学生在线学习力相近，整体

高于农村学校学生（Ｍ教学点 ＝０５３２１，Ｍ城镇学校 ＝０．
５２９０，Ｍ农村学校 ＝０．５１３２）。具体体现为教学点学生
的意志力较强，但应用力与认识力较弱；城镇学校学

生学习兴趣较强，对在线学习的认识水平较高，且具

有较高的实践转化能力，但学习专注度一般；农村学

校学生的学习驱动力与抗干扰能力较差。三类学生

的在线学习力水平呈现不同特点，主要与三者的学

习动机、在线学习经验以及家庭上网条件相关。教

学点学生由于学习环境与生活环境较差，其通过学

习改变命运的意愿较为强烈，学习的内部动机较为

强烈，能够有效排除学习干扰，保持专注。城镇学校

学生相对而言具有较丰富的在线学习经验与优越的

家庭上网条件，认识力与应用力较强，且了解在线学

习的优势与特点，学习内驱力较强。

可见，中小学生的性别、学段与学校类别对在线

学习力具有显著影响，即研究假设Ｈ５成立。
２．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家庭因素对儿童的认知、学业以及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影响儿童早期认知、学习能力以及社会

情绪行为（李艳玮等，２０１２），学校有助于缩小家庭
背景的影响（李强等，２０１９）。由此推断，学校环境、
教师认识、家长意愿对中小学生的预测力度可能存

在差异。为提升回归方程的预测精度，本研究以小

学生和中学生为对象分别建立回归模型。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预测小学生的

在线学习力（见表四）。学习准备度、教师认识以及

家长意愿三个变量是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相关系

数为０．４５８（Ｒ＝０．４５８），联合解释变异量为０．２０９
（Ｒ２＝０．２０９），即三项自变量能够预测在线学习力
２０．９％的变异量。逐步多元回归方程为在线学习力
＝０．３０５×学习准备度 ＋０．１３８×教师认识 ＋０．０３５
×家长意愿＋０．２３９。

表四　小学生在线学习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在线学习力

未标准化系数β 标准化系数β ｔ

学习准备度 ０．３０５ ０．４４１ ４２．５２９

教师认识 ０．１３８ ０．０８４ ７．７８４

家长意愿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３ ２．０９８

Ｆ ６５４．１９２

Ｒ ０．４５８

Ｒ２ ０．２１０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２０９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本研究采用相同方法预测中学生的在线学习力

（见表五）。学习准备度与学校环境被纳入在线学

习力的回归模型，相关系数为０．３８９（Ｒ＝０３８９），联
合解释变异量为０．１５１（Ｒ２＝０．１５１）。逐步多元回
归方程为在线学习力＝０．２４６×学习准备度＋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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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环境＋０．３４７。

表五　中学生在线学习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在线学习力

未标准化系数β 标准化系数β ｔ

学习准备度 ０．２４６ ０．３８９ ２６．３８８

学校环境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３．７６０

Ｆ ３４９．５５０

Ｒ ０．３８９

Ｒ２ ０．１５１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１５１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中小学生的学习准备度均进入在线学习力的回

归模型，即研究假设Ｈ１成立，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
适应情况与学习环境的准备能够显著预测其在线学

习力水平。但二者回归模型的剩余显著变量不同，

小学生的在线学习力与家长意愿、教师认识的关联

度较高，中学生的在线学习力主要受学校环境的影

响，即研究假设 Ｈ２、Ｈ３、Ｈ４部分成立。可见，学校
环境、教师认识、家长意愿对在线学习力水平有显著

影响，但均限于部分学段。小学生的在线学习力对

家庭环境、教师教学能力的依赖度更高。随着学校

就读时间的增加，学生在线学习力主要影响因素转

变为学校环境。随着社交范围的扩大和心智的成

熟，家庭因素对学习者的影响被削弱，学习者对教师

认识等动态性较强且较为微观因素的应对能力增

强，转而依赖学校环境等较为稳定且宏观的因素。

五、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针对中小学生、区域教育管理者、教师、

家长编制四份调量问卷，通过大规模网络调查揭示

在线学习力的构成维度及影响因素，得到在线学习

力具有内驱力、认识力、意志力与应用力四要素；学

习准备度、学校环境、教师认识、家长意愿四项变量

以及性别、学段、学校类别等背景信息均与中小学生

在线学习力水平显著相关。为提升预测精度，本研

究针对中学生与小学生分别建立回归模型。

（一）讨论

１．学界对在线学习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尚未达
成共识，专门的培养体系有所缺失

目前学界对在线学习力内涵与构成要素的解读

尚未达成一致，内涵理解具有能量观、品质观、素质

观及能力观四种代表性观点（陈维维等，２０１０）；构
成要素大致可以分为内驱力、认识力、意志力和应用

力四个维度，但具体衡量指标仍存在差异。学界纷

杂的观点难以对实践形成有效指导，普适理论模型

和评测标准的缺失也使得各级学校难以建立有效的

培养模式与培养体系。因此，政府应当基于高质量

研究，主导建立统一的在线学习力测评指标，为实践

探索提供方向。

２．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各维度水平参差不齐，
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在线学习

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力涉及内驱力、认识力、意

志力和应用力四个维度。其中，应用力整体处于较

高水平（Ｍ应用力 ＝０．７０３），表明中小学生具有进行实
践迁移的基本技能与动力，能够进行成果转化；内驱

力水平较高（Ｍ内驱力 ＝０．７０１），即中小学生具有良好
的在线学习热情，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有利于学

习力的发展。然而，中小学生的意志力与认识力水

平较低（Ｍ意志力 ＝０．４０３，Ｍ认识力 ＝０．３３３）。这表明
中小学生学习专注力较弱，难以抵抗外界环境的干

扰，并且对学习方式的选择性较强，影响知识建构与

问题解决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在

线学习。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兼顾每位学习者的学习

需求，开发多样性的课程形式，如翻转课堂、微视频

等，提供及时的学习支持服务，以满足学生的差异化

学习偏好，同时避免繁杂的页面设计，规避信息迷航

等现象的发生。

３．在线学习力影响因素多样，需要提供适应性
服务

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力水平受背景信息的影响，

如就读于不同类别学校的学生由于学习动机、在线

学习经验以及家庭上网条件等的不同，在线学习力

整体水平及各维度具有差异化特点（Ｍ教学点 ＝
０５３２１，Ｍ城镇学校 ＝０５２９０，Ｍ农村学校 ＝０５１３２）。因
而，在线教学平台应当兼顾学习者的不同需求，针对

性地推荐符合其学习风格与偏好的资源。此外，由

于学习者的学习适应性与在线学习水平显著相关（ｒ
＝０４２５，Ｐ＜００１），降低学习者首次学习的不适感
与孤独感成为提升在线学习效果的重要议题。

此外，小学生与中学生在线学习力的影响因素

不同。随着学校就读时间的增加，家庭意愿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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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对学习者的影响被削弱，学校环境的影响力增

强。因而，小学需要着重关注家校合作，合理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发挥家长的教育主体作用，同时教师应

当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适宜的情感支持与社

交支持，以提升其学习满意度（蒋志辉等，２０１８）；中
学应当加强学校环境基础建设，将在线教学与常规

教学有机融合，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

４．学校环境、教师认识和家庭氛围对学生有显
著影响，需要予以重视

学校环境潜在影响中学生的在线学习力，参与

过在线学习的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熟悉度与接受度

较高（ｒ＝０．０２３，Ｐ＜０．０１）。这表明，学校应当积极
部署在线教学的相关服务与应用，例如通过社交媒

体辅助教师答疑辅导及整合网络优质资源开阔学生

视野，增进学习者对在线教学的熟悉度与认识情况，

提升学习者的内部动机。

教师认识，即教师对在线学习的认识影响小学

生的学习力（ｒ＝０．０８０，Ｐ＜０．０１）。这表明，各级政
府应当进一步普及在线学习的优势与原则，帮助教

师正确认识在线学习，从而为学生提供积极引导；通

过在职培训提高教师信息操作技能与教学技能，降

低教师的软件操作门槛与焦虑感，帮助其掌握不同

在线教学方式的特点与要点，发挥在线教学的便利

性与灵活性等优势。

家长意愿，即家长对在线学习的了解程度与支

持力度影响小学生的在线学习力水平（ｒ＝０．０５８，Ｐ
＜０．０１）。这表明，政府应当加大在线学习的宣传
普及力度，提升家长对在线学习的认识程度，帮助家

长树立正确的在线学习观，掌握科学教育方法；利用

微信、家校互动平台等信息技术工具建立家校合作

网络。已有研究发现，家校合作程度与家庭社会地

位相关，因而应当进一步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和受教

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家长（郑旭东，２０２０）。
（二）建议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对提升中小学生在

线学习力提出如下建议：

１．建立在线学习力评测标准，将其纳入课程培
养目标

政府应基于高质量研究成果主导建立在线学习

力的理论模型和评测标准，推动在线学习力成为基

础教育阶段必备的核心素养，将其纳入人才培养目

标。通过有意义的实践探索，各级学校应总结形成

在线学习力的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真正实现在线

学习过程中的“学生自治”，提升在线学习质量。

２．匹配在线学习力结构，探索有效的在线学习
设计

基于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力现状，老师应着重

提升学生的认识力与意志力。教师可通过引导，帮

助学习者认识在线学习力的优势，通过碎片化学习

资源、灵活的学习时间以及自由的师生交互，帮助学

习者在实践应用中领悟在线学习的优势，提升学习

积极性与认可度，促进在线学习的发生。由于学习

者的意志力一般，过于丰富的页面繁杂的活动，反而

可能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的在

线学习力水平呈现多样化特点，教师需充分尊重学

习者的不同需求与策略，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资源，

引导学习活动的开展，同时基于社交媒体与讨论区

等功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

３．充分利用在线学习技术，优化学习系统的在
线学习支持

在线教学平台应优化交流功能，降低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孤独感，增加时间管理进程

等功能，辅佐学习者制定合适的学习计划，提升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与抗干扰能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智

能化推荐学习资源，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支架；利用

大数据，诊断学习者存在的问题，采取个性化的干预

措施；根据在线学习力数据的反馈，帮助学习者及时

调整学习状态，助力教师优化调整教学策略，开展针

对性辅导。

４．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强化以学生为主体的在
线学习理念的普及

教师需助力学习者提升对在线学习的认识，帮

助其理解在线学习优势，提高对在线学习的认可度，

提升对不同教学手段的适应性，进而提高不同情景

下的问题解决能力。同时，教师要推动学习者学习

动机的内化，逐步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

学习意志力。各级政府可通过宣传普及，提升区域

教育管理者、教师以及家长对在线学习的认识水平，

从而对学习者进行有利引导，例如发放在线学习的

宣传手册，设置通俗上口的宣传语以及通过社交媒

体普及在线学习。

在线教学成效和学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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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力是核心素养的重要能力项，也是学生终身学

习的基础。居家学习客观上提供了培养中小学生在

线学习力的绝佳契机。疫情时期的在线学习实践绝

不是简单的暂时性替代方案，而应是对“互联网 ＋”
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检验。正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司长吴岩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所说：“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生

之前的教与学状态。”“互联网 ＋”教育将成为我国
下一阶段教育变革的核心着力点，也是学习方式变

革的重心。在线学习力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随着“数字原住民”的不断成长，在线教育在终身学

习中的重要地位将日益凸显。培养和发展在线学习

力将成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长期的重要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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