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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网络教学作为新型教学模式，具有传播范围广、信息更新迅速等优势。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

发导致高校无法按时开学，网络教学使“停课不停学”变为现实。而学生满意度是网络教学质量重要的评价标

准，会对学习成效产生影响。本文基于顾客满意度理论、学习条件理论及教学系统要素理论，结合专家意见与高

校网络教学实施情况，构建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理论模型，编制调查问卷并在上海１５所高校展开调研，基于

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进行模型检验，综合探讨疫情期间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及影响因素，针对不足提出对策。研究

发现，大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总体较低。其中，网络教学质量、学生的任务价值感知、网络自我效能感、网络

使用能力、学习动机、网络交互及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皆对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基于此，本文从教师教学及

条件保障维度提出提升学生满意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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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国。为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教育

部指导意见，高校全面实施网络化教学。和传统课

堂教学相比，网络学习形式特殊，学习情境转变巨

大，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对此次的网络学习满意度如

何，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亟待考究。

满意度属心理学感知范畴，是人们对评价对

象预先期望值与实际体验值间的差值，差值为正

说明满意，反之则不满意（文静，２０１５）。本文的大

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是大学生开展网络课程学习

后，判别接受网络学习的实际感知与预先期望间

的相对关系，是大学生对学习过程及结果满足获

得程度的评价，对未来是否愿意继续参加此类学

习有直接作用。本文融合教育学、心理学及管理

学等多学科思维，基于顾客满意度理论、学习条件

理论及教学系统要素理论，以大学生满意度为切

入点，对上海市１５所有代表性的高校大学生满意
度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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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模型构建

（一）理论基础

１．顾客满意度理论
自１９８９年费耐尔（Ｆｏｒｎｅｌｌ）总结了顾客满意度

指数理论研究成果并提出费耐尔逻辑模型至今，满

意度理论在各领域的应用及研究活跃非凡。近年

来，教育行业开始引入该理论，对学校满意度、教师

工作满意度、学生满意度等展开研究，但学生满意度

研究多关注学生对学校的综合满意度，聚焦网络教

学满意度的探讨匮乏。本文将基于大学生群体的满

意度视角，关注大学生对网络学习是否有利于个人

成长的主观评价，包括对学习的满足、成就及偏好

等。考虑到网络环境下学习行为涉及信息搜集加

工、人际交流及问题解决三方面（张建伟等，２００４），
本研究将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的内涵界定为大学

生有关网络课程学习得到的学业绩效、人际收获评

价及其学后产生的意向反馈。

２．学习条件理论
学习条件分为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其中内部

条件是学生固有的学习动机及态度等内在状态、之

前习得的知识技能；外部条件是对学生输入刺激的

结构形式，是教育主体开展教育活动需要依托的教

学方式、媒体及环境等外界因素。不同的学习内容

需要不同的条件，不同条件的作用也会产生不一样

的结果（李芒等，２００７）。网络学习满意度是保证学
生在网络学习环境下获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关键因

素，受到多种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影响（王丽霞

等，２０１３）。
３．教学系统要素理论
由于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学界有关要素结构的

界定尚有争论，主要包括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

素说、六要素说、七要素说以及三三构成说等（见表

一）。其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及教学环境是四

大关键要素。网络教学系统包括教师、学生、网络教

学材料及网络教学环境（张家华等，２００９）。结合远
程教育学的教学交互理论（陈丽，２０１６），本研究将
网络学习交互纳入其中，认为学生与教师、同学以及

学习内容间的网络交互也是构成网络教学系统的关

键内容。

表一　教学系统要素说

理论派别 包含要素

三要素说
教师、学生和教材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教材
教师职业活动、学生和文化

四要素说

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知识结构、个性品质）；学
生（体质、品德、知识及能力水平）；课程（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授课方法、评价方法等）；条件（物质设备
和技术手段等）

五要素说 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目的

六要素说 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工具、教学时间、教学空间

七要素说 教师、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

九要素说
教师、学生、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目的、课程、方法、形
式、评价

（二）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将综合学生自身特征、教师教学

要素、网络课程特征、社会支持保障和网络学习交互

五方面构建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见图１）。
１．学生自身特征
相较于传统学习，网络学习系统更开放，以学生

为中心的特点更突出，学生学习行为更大程度上直

接决定了学习效果（Ｈｉ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首先，学习动机是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使其朝

向一定目标努力的内在心理过程及状态，是学习行

为发生的重要驱动。动机对网络学习的维持尤为重

要，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Ｍｅｒｉ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反过来，基于移动终端的网络教学亦会
对学生学习动机产生影响（朱莎等，２０１８）。

其次，任务价值是学生对网络学习趣味性、重要

性及有用性的感知与评估，对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

用（Ｃｈ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较高水平的任务价值感知意
味着该生对网络学习有更积极的评价，满意度更高

（Ｆｒｅｅｚ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另外，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对自己能否
有效利用计算机网络等资源工具，基于自身能力完

成学习任务、解决相关问题的心理感知（童金皓等，

２００５），包括学生的“能力感”与“努力感”、对学习的
“环境感”、对学习行为的“控制感”（谢幼如等，

２０１１）。学生的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与内在动机显
著相关（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学生信心越高越能主
动学习，与老师及同学的互动交流也更积极，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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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理论模型

预测学习成效（Ｊｏ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最后，学业情绪是学生开展课堂学习、完成课后

作业、参加测验等学习过程中的情绪体验（俞国良

等，２００５）。其中，喜悦、兴奋、高兴等积极情绪与学
生的内在动力、努力程度、认知投入等显著正相关，

可有效预测学习满意度（Ａｒｔｉｎｏ，２０１２）。
２．教师教学要素
网络教学具有时空分离、以异步反馈为主、教学

策略显性化等特点（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４），无论教学模式还
是教学方法皆与传统教学显著不同。教师的个性品

质及教学风格会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影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网络教学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教师对网络教育的认识及教学规律的把握。教师

根据网络教学特点设计教学正确选择教学传递方

式、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调动学生情绪，有助于提升

学生满意度。

３．网络课程特性
网络学习中，自学是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意

味着学生需与教学内容直接交互，因此课程内容的设

计及呈现方式尤为重要。网络课程特性包括课程的

时间弹性、内容的丰富性与实用性、教材选用的科学

性以及素材编排的合理性。其中，课程的时间弹性使

学生更自由，虚拟的学习环境消除了传统课堂的交流

障碍，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参与度与满意度（陈惠惠，

２０１７）；网络课程质量是影响学生是否愿意深入学习
的前提条件，若课程内容丰富有趣、科学严谨且通俗

易懂，往往会对学生产生较大吸引，激发学生兴趣，影

响满意度（张建伟等，２００４）。
４．社会支持保障
社会支持保障是学生在为网络课程学习做准备

及开始学习中感受到的来自社会的尊重、重视及关心

的行为或信息（Ｃｏｂｂ，１９７６），包括学校、家庭、教师及
同学给予的认知支持、情感支持及自主支持，会对学

生的学习动机及成就等产生显著影响（王丽霞，２０１４；
蒋志辉等，２０１８）。考虑到良好的通讯性能及稳定的
平台服务是保障学生顺利开展网络学习的先决条件，

本文将社会支持范畴扩大，认为来自学校、家庭、教师

的纵向支持、同学的横向支持以及学习平台的环境支

撑皆属于社会支持保障范畴。

５．网络学习交互
网络学习中学生、教师及课程，彼此相互作用产

生了学生与平台间、学生与教师间以及学生与学生间

的社会性网络交互活动（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９）。网络交互越
多，学生的积极学习体验越多，学习成效越好（Ｂｏｌ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其中，以同学互评
等形式出现的生生交互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促

使学生将外部动机转为内在动力（韩庆年等，２０１８）；
而师生交互则会通过网络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动机内

部心理变量的序列中介作用对网络学习绩效产生显

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段朝辉等，２０１９）。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量表开发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本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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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调研对象的基本特征，包括性

别、年级、专业、年龄、是否参加过网络课程学习等；

第二部分是网络学习满意度问卷，包括６５个测量题
项，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量表计分：１＝非常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中立、４＝同意、５＝非常同意；为弥补仅
使用封闭式问题导致的定量数据呈现的描述枯燥、

信息量少的局限，第三部分设计了两个开放性问题：

“如果你对这段时间的网络学习不满意，请写下主

要原因”“为优化网络教学，请提出你的宝贵建议”，

经统计收集文字资料近１．３万字，其中部分资料以
直接引用形式出现在研究结果部分，与定量分析相

互印证补充。

表二　研究样本的背景特征

背景选项 选项 数量 比例（％） 背景选项 选项 数量 比例（％）

专业

人文社科类 １５０ ２３．２２

理工农学类 ２６４ ４０．８７

医疗卫生类 １０２ １５．７９

体育艺术类 １３０ ２０．１２

年级

大一 ２４３ ３７．６２

大二 ２３５ ３６．３８

大三 １６６ ２５．７

大四 ２ ０．３１

学校类别
本科 ５１７ ８０．０３

专科 １２９ １９．９７

年龄

＜１８ ４７ ７．２８

１８－２０ ２５１ ３８．８５

２１－２３ ２９８ ４６．１３

＞２３ ５０ ７．７４

性别
男 １９３ ２９．８８

女 ４５３ ７０．１２

（二）数据收集与描述统计

本研究的问卷发放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２０
日。发放方式是将编写好的电子问卷编辑到问卷星

网站，并委托上海市１５所高校的老师转发链接请学
生线上填写。这些学生涵盖９８５／２１１重点院校、普
通本科及高职高专（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中

医药大学、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政法

学院、上海电力学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问卷发放１０００份，回收９１３
份。所有题项答案选择完全一致及答题用时累计

１００秒内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并剔除，最终有效问
卷为 ６４６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９１．３％和
７０．７６％。

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为人文社科类１５０名，理
工农学类２６４名，医疗卫生类 １０２名，体育艺术类
１３０名，来源广泛；年级分布为大一学生占３７６２％，

大二学生占３６３８％，大三学生占２５７％（大四学生
基本无课程学习），比例均匀；学校分布为９８５／２１１
重点工程、普通本科及高职高专均有分布且代表性

较强，其中本科类院校是主体（８００３％）；性别分布
为男生１９３名，女生４５３名。从总体特征和分项属
性看，这些数据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见表

二）。

另外，经统计发现，疫情期间高校网络教学主要

借助了Ｂｉｌｉｂｉｌｉ弹幕视频网、超星学习通、智慧树、腾
讯会议、大学 Ｍｏｏｃ、Ｚｏｏｍ视频会议软件、微信、ＱＱ、
钉钉、ＴｒｏｎＣｌａｓｓ畅课、云班课、Ｕ校园、华为云
Ｗｅｌｉｎｋ、学堂在线等１０余种平台，涵盖在线教学管
理平台、专业教学视频网站、社交聊天工具三大类

别，种类繁多，可供选择范围广。教学方式方面，

３３７５％的教师选择在线直播、学生可实时互动；
４２２６％的教师提前录播教学视频，学生自主观看；
５０４６％的教师将在线直播与提前录播相结合。

三、模型检验与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验证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在数据

筛选与反向题项处理的基础上，先对满意度问卷题

项进行项目分析，发现全部呈现显著性，即意味着区

分性良好。其次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为，量

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９８６，高于０．８的参
考标准（吴明隆，２００３），说明信度较高，量表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本量表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

究的基础上，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并结合疫情期

间高校网络教学情况研制，问卷正式发放前还进行

了预调研与修改，测量题项有较高代表性，内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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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因子分析得到 ＫＭＯ值为０．９８０，显著性 Ｓｉｇ值
为０．０００，通过了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满足因子分
析前提条件，结构效度良好。

本研究对影响因素问卷的６５个题项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选择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主成分分析

法提取公因子（提取原则为特征值大于１、因子载荷
绝对值大于０．４），最终确定５０个题项，对应８个公
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７５．２４％（见表三）。

（二）人口统计和行为特征变量差异分析

本研究将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Ｙ，将学生个
体特征作为自变量Ｘ，运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单因素
方差分析进行变量统计及各维度的差异分析（见表

四）。其中“年级”“专业类别”“平时是否经常上

网”三项个体特征的不同不会导致学生满意度产生

差异；进一步利用事后多重比较 Ｓｃｈｅｆｆｅ法对剩余选
项分析得到：１）男生的满意度高于女生。２）本科生
满意度高于专科生，其中９８５／２１１等重点院校本科
生的满意度高于普通本科院校。３）有网络课程学
习经历的大学生满意度高于首次参加的学生。４）
教师的授课方式会对学生满意度产生影响，相较于

教师提前录播等其他方式，在线直播教学因可以实

时互动更受学生青睐。

（三）网络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将学生网络学习的任务价值感知 ＰＶ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ｖａｌｕｅ）、教师网络教育教学质量ＴＱ（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感 ＳＥ（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
ｃｙ）、网络学习交互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学生内在
学习动力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学生感知到的社会
支持Ｓ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学生外部学习动机 ＥＭ（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以及网络使用能力Ｎ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ｙ）作为模型自变量，将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
ＣＳＳＯ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１．相关分析
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值可以看出，

任务价值感知与满意度的相关系数最大（ｒ＝０．５５）
且显著正相关，其次是网络学习交互（ｒ＝０．４８４），再
次为教育教学质量（ｒ＝０．３３７），为了完成他人要求、
赢得外界奖赏等外部动机与满意度的相关性最低（ｒ
＝０．０７７）（见表五）。由此可以推断出疫情期间大
学生网络学习的行为表现，满意度高的学生对网络

教学的价值感知高，学业情绪积极，与学习内容的交

互自然，学生能较好地规划、指导、监测和评价学习

过程，自我调节学习水平较高，与老师及同学沟通顺

畅，产生了良好的学业绩效、正面的人际收获及积极

的意向反馈，满意度较高。

２．标准化回归方程
本研究对数据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后发现，所有

自变量皆对满意度有显著预测力，自变量与因变量

的多元相关系数为０９０３，决定系数（Ｒ２）＝０８１６，
最终回归模型整体性检验 Ｆ值 ＝３５２３８３（ｐ＝
００００），自变量可有效解释因变量８１６％的变异量
（见表六）。

从预测力高低看，对“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

最具预测力的自变量是“任务价值感知”，解释变异

量３０．３％；其次是“网络学习交互”，解释变异量２３．
５％；其余六个自变量“教育教学质量”“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感”“内在学习动力”“网络使用能力”及

“外部学习动机”解释变异量分别为１１．４％、７．８％、
４．１％、２．７％、１．３％及０．６％，预测力逐渐降低。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回归模型中的八个预测变

量β值分别为０．５２３、０．４６、０．３２１、０．２６５、０．１９２、０．
１５７、０．１０６及０．０７３，均为正，表明其对大学生网络学
习满意度的影响皆为正向，且标准化回归方程如下：

ＣＳＳＯＬ＝０．５２３ＰＶ＋０．４６ＮＩ＋０．３２１ＴＱ＋０．２６５ＳＳ＋０．１９２

ＳＥ＋０．１５７ＩＭ＋０．１０６ＮＣ＋０．０７３ＥＭ

同时，在所有自变量共线性统计数据中，ＶＩＦ值
均小于１０，表示各自变量间未出现共线性，模型的
回归方程式结果稳定，可信度高。另外，由标准化残

差散点图（见图２）可发现，残差值在 －２到 ＋２之
间，可解释绝大部分的预测值，说明回归方程有效。

图２　标准化残差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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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 变量项 因子载荷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任务

价值

感知

我对网络学习方式很感兴趣 ０．７５２

网络课程提供了许多实用信息 ０．６８１

网络课程让我更加接近职业目标 ０．６９９

从网络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可以应用到许多情境 ０．６８５

网络学习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０．８０６

网络课程的内容和学习形式很适合我 ０．７９９

我相信能够通过网络学习取得良好学习效果 ０．６６３

我相信自己可以应付网络学习的问题 ０．５３３

在网络课堂上我很享受 ０．７５９

我对网络课程学习感到兴奋 ０．７０６

网络课堂上体验到的愉快使我更想学习 ０．７０３

我很高兴理解了网络课程的内容 ０．５４６

网络学习可以节省我很多时间 ０．５８５

８．８９１ １７．７８２ １７．７８２

教育

教学

质量

授课老师为人师表，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０．８９３

授课老师教学态度认真负责、细致周到 ０．８９３

授课老师教学手段和方法多样 ０．８３２

授课老师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科学 ０．８６９

授课老师教学能力强，学术功底深厚 ０．８９３

授课老师教学设计新颖，善于组织管理 ０．８２２

网络课程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０．４４２

课程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启发性和吸引力 ０．４９６

教学视频的文字、表格、图片、配音等清晰合理 ０．４９５

网络课堂上，老师会与我们讨论并接受建议 ０．５３８

７．１５５ １４．３０９ ３２．０９１

自我

效能感

我很努力地投入到网络学习中 ０．６０４

我定期制定网络课程学习计划并执行 ０．７２９

我努力学习相关知识提高上网技能和学习效率 ０．６３４

我能根据自己实际制定网络学习目标 ０．７３２

我能根据学习目标安排网络学习时间 ０．７３６

我能不受干扰完成网络学习任务 ０．５４６

４．８０３ ９．６０６ ４１．６９７

网络

学习

交互

网络课堂上和同学的互动交流氛围很好 ０．６１６
网络课堂上，同学们很关心我 ０．７
我们可以很好地完成网络小组作业 ０．６４５
网络学习平台和软件的界面设计和功能便于使用 ０．７１３
资源检索、记录体验良好，学习平台运行稳定 ０．７１８
利用网络学习平台有助于我提高学习成绩 ０．６４

４．４８６ ８．９７２ ５０．６６９

内在

学习

动力

网络学习是为了查阅学习相关资料 ０．７８３
网络学习是为了提高专业素质和技能 ０．７９５
网络学习是为了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０．７８９
网络学习有助于就业、深造和长远发展 ０．７７８

３．９３９ ７．８７７ ５８．５４６

社会

支持

父母支持我的网络学习，并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０．７５３
父母鼓励和表扬我认真学习网络课程 ０．７０６
教师辅导到位，及时开展反馈沟通等互动工作 ０．５４２
网络课堂上，老师会对我额外的努力表示赞赏 ０．５１８

３．０４９ ６．０９８ ６４．６４４

外部

学习

动机

网络学习是为了赢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 ０．７９３
网络学习是为了完成学校和老师的要求 ０．５７３
网络学习是因为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鼓励 ０．８３
网络学习是因为受到别人的影响 ０．８２

２．６９３ ５．３８５ ７０．０２９

网络

使用

能力

我能熟练使用各种网络学习工具 ０．７０６
相较于其他同学，我相信自己网络技术更好 ０．６９４
我熟悉网络使用环境 ０．７７５

２．６０５ ５．２１１ ７５．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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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个体特征对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差异分析

维度 均值 Ｆ值 Ｐ值 Ｓｃｈｅｆｆｅ

大学生网络

学习满意度

年级

一年级：２．３８９

二年级：２．５０９

三年级：２．５５１

四年级：３．８５０

性别
男：２．５９４８

女：２．４３０

专业类别

社科人文类：２．３９７

理工技术类 ：２．５１５

医疗卫生类：２．６００

艺术体育类：２．４０８

学校类别

９８５／２１１工程院校：３．２０７

普通本科高校：２．４５６

高职高专院校：２．４１４

平时是否

经常上网

是：２．４６５

否：２．７７９

有无网络

学习经历

有：２．６１２

无：２．２５８

教师授课

方式

在线直播：２．５３３

提前录播：２．３８９

二者结合：２．４７６

２．５１８ ０．０５７

４．０９１ ０．０４４ 男生＞女生

１．２９７ ０．２７４

８．５７３ ０．０００ 本科＞专科

３．０３８ ０．０８２

２１．６８７ ０．０００ 有＞无

３．５８１ ０．０１４ 在线直播＞其他方式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下显著。

表五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

变量 ＰＶ ＴＱ ＳＥ ＮＩ ＩＭ ＳＳ ＥＭ ＮＣ

大学生网络

学习满意度

相关性 ０．５５ ０．３３７ ０．２０２ ０．４８４ ０．１６５ ０．２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２

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Ｎ ６４６ ６４６ ６４６ ６４６ ６４６ ６４６ ６４６ ６４６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下显著。

表六　影响因素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摘要

投入变量顺序 多元相关系数 决定系数Ｒ２ 增加量（ΔＲ２） Ｆ值 净Ｆ值（ΔＦ） Ｂ Ｂｅｔａ（β） ＶＩＦ

截距 ２．４７９

ＰＶ ０．５５０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３ ２７９．７０８ ２７９．７０８ ０．５２３ ０．５５０ １

ＮＩ ０．７３３ ０．５３７ ０．２３５ ３７３．４６２ ３２６．０４２ ０．４６０ ０．４８４ １

ＴＱ ０．８０７ ０．６５１ ０．１１４ ３９９．５３５ ２０９．４９２ ０．３２１ ０．３３７ １

ＳＳ ０．８５４ ０．７２９ ０．０７８ ４３１．０１９ １８３．９３５ ０．２６５ ０．２７９ １

ＳＥ ０．８７７ ０．７７ ０．０４１ ４２８．４０２ １１４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２ １

ＩＭ ０．８９３ ０．７９７ ０．０２７ ４１８．８３９ ８６．１２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５ １

ＮＣ ０．９００ ０．８１ ０．０１３ ３８８．０２６ ４１．９８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２ １

ＥＭ ０．９０３ ０．８１６ ０．００６ ３５２．３８３ ２０．３７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７ １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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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学习满意度是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感受或态度，

形成原因是学习过程中其愿望及需求获得满足。样

本分析得知，大学生对此次网络学习的整体满意度

不高，满意度得分为２４７９，对其进行单样本 Ｔ检验
发现，ｐ小于００５，显著低于中位数３。具体来看，
大学生对教育教学质量（Ｍ＝２０３３）、社会支持保障
（Ｍ＝２２０７）及网络学习交互（Ｍ＝２３９８）的满意度
平均分显著低于中位数３，水平较低。

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学习维度上，学生

的任务价值感知、自我效能感、内在动力及外部动机

及其网络使用能力可显著预测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

度。问卷开放性问题调查显示，此次网络教学期间

学生提出“网络学习对自觉性要求很高，但自己自

律性不够，注意力容易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下”“容

易感到枯燥无聊”“觉得网络教学没用，学习效果不

如传统教学”“网络学习纯属为了完成学校和老师

要求”“第一次接触，网络平台的使用有困难”等问

题，大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在教师教学维度上，由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

及技术、网络课程特性等综合产生的网络教育教学

质量对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调

查显示，大学生对疫情期间学校采取的网络教学方

案表示理解，但也提出无法接受网络教学完全代替

线下教学，期望可以尽早回归传统课堂。反映的问

题主要包括“网络教学平台五花八门，不同课程的

依托平台不同，让人眼花缭乱”“平台稳定性差，易

卡顿与崩溃”“部分老师教学不认真，缺乏责任心，

划水现象严重”“理工类课程难以通过网络讲授进

行学习，知识理解困难却无处求助”“课程资源匮

乏，教学视频枯燥滞后，缺乏趣味”“没有纸质课本

配合，对学习内容有很多疑惑但无法得到及时解

答”“课后布置作业过多，学业压力远比线下课堂

大”等，教学质量评价较低。

此外，父母和教师的支持、基于网络平台的人机

交互与同伴交互等因素，会对教学质量和学生满意

度发挥作用，但学生反映“网络课堂的交流性能差”

“没有参与度，感觉课堂是老师的独角戏”“缺乏学

习氛围”等问题严重，亟需改进。

（二）管理对策

１．教师教学
１）整合优化在线课程资源，增强课程内容的实

用性与丰富性。调查发现，网络课程在帮助学生了

解所学知识、满足学生需求的效果并不理想，“课程

资源匮乏、教学视频枯燥滞后、不符合学生学习需

求”等问题严重。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前，做好学

生需求调研，综合视频音频、ＰＰＴ课件、ＷＯＲＤ文档
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丰富有效、契合实际的课程

资源，帮助学生认识、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２）加强网络教学活动设计，提高学生学习参与
度与完成度。调查显示，此次因疫情高校首次实施

的网络教学过程中，被迫参与的大学生多缺乏自主

学习能力，且由于课后作业多，学业压力较大，学生

产生倦怠疲惫等消极情绪，网络学习坚持率低、学习

质量不佳。而教学活动设计一直以来被视作解决学

生学习完成度与学习质量低下的有效办法，因此教

师可参考“引领式在线学习”理念，基于教学活动目

标、学生群体特征及教学内容的前端分析，合理安排

教学任务，针对知道、理解和运用等不同层次的教学

目标设计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率，减少因课业过多

给学生带来的压力。

２．条件保障
１）重视外部环境保障，增加社会支持。研究发

现，大学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保障能积极预测其网

络学习满意度。这启示教师在网络教学中要积极给

予学生情感支持、认知支持和自主支持，包括使用鼓

励与关心类的话语、有效学习策略的引导等；同时，

家庭也要为学生打造良好学习环境，肯定孩子的努

力；同学间的学习交互亦对满意度起到了重要推动，

这就要求学生应主动参与课程的学习讨论，参与各

类合作式学习任务，营造支持性的学习氛围，提高学

生的学习绩效与满意度。

２）统一教学平台，优化网络平台设计。调查发
现，此次疫情期间，高校采用的网络教学平台过多，

且常出现崩溃与不稳定等问题，学生需要花大量时

间学习和适应每个平台的使用。因此，首先要规范

教学平台，比较、精选并优化设计两至三个教学平

台，供高校使用，减少因平台过多给学生带来的困

扰。另外，教学平台设计包括学习导航界面和课程

界面设计，贯穿了学生预习、学习、复习、检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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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等整个学习过程，为学生提供直接的支持服务，

其设计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学习满意度。

但目前来看，网络教学平台的便捷性与稳定性较差，

学生满意度较低。这一方面是全国网络教学的同步

实施带来了压力，但根本上还是要归因于平台自身

技术的滞后性，因此要大力研发和引进前沿科技，加

快把技术转换成现实的服务力量，挖掘学习平台各

个模块的功能，完善在线交互工具，提高学习平台的

稳定性、便捷性与有用性，为学生提供有效、顺畅、便

捷的服务。

３）强化大学生网络技能培训，提升学生信息素
养。研究发现，大学生是否有网络课程学习经历会

导致其学习满意度产生显著差异，且大学生对网络

学习工具和网络使用环境的熟悉程度对满意度有显

著预测作用。在网络学习中，有丰富经验及较高网

络能力的学生对网络课程学习系统更熟悉，相关问

题能较快解决；而没有网络学习经验或网络使用能

力较差的学生，往往会遇到各种无法独立解决的问

题，导致自我效能感与价值感知下降，影响学习满意

度。这就要求学校在开展网络教学前，要对学生开

展网络技能培训，向学生解释各类平台的操作流程

与注意事项，帮助学生熟悉网络课程学习环境、资源

使用方法及互动交流方式等，有效提升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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