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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教师特征与
网络学习成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刘 丽 娜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天津300191)

摘 要:学习者特征作为影响学习成效的关键性内部因素,是远程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天津

市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网络学习为例,根据对在职教师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分析,明确了教师特征

与网络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针对某些导致学习成效不理想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和提高教师特征水平的策

略,如自我效能感的改善策略、学习动机的激发策略、归因方式的调整与修正策略、提高资源管理策略等,为在

职教师的网络学习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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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远程教育中,由于学习者的背景千差万别、学习环境由面对面教学转为网络情境教学,学习

者特征、学习资源、学习平台等内部和外部因素势必会对网络学习成效产生差异化影响。
学习者特征作为影响学习成效的关键性内部因素,是教育领域,尤其是远程教育领域研究的重

要内容,若能够有效获取学习者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学习者特征与网络学习

成效的相关程度,针对学习者特征导致的学习成效不理想,提出改进与提高学习者特征水平的策

略,如自我效能感的改善策略、学习动机的激发策略、归因方式的调整与修正策略、提高资源管理策

略等,为远程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本研究将从学习者特征出发,以天津市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的网络学习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

调查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学习者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识别能够

对网络学习成效产生显著影响的学习者特征,并针对这些特征提出有效的改进与调整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远程学习者特征的文献中,有学者对学习者特征进行了界定和维度分析。例如:凯依

(Kaye)和鲁姆勃尔(Rumble)将接受远程教育学生的主要特征概括为4个维度,即教育和培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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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类型、基础设施以及人口统计[1];丁兴富的远程学习者特征分析体系包括7个维度,即有关历史

和现状的一般资料、人口学资料、社会学资料、地理学资料、情境状态资料、动机动力资料、观点及评

价的社会学资料 [2];陈丽构建的中国远程学习者学习风格特征的三维模型,主要从生理维度、经验

维度和心理维度进行研究 [3];王迎的远程学习者四元特征理论模型,包括人口学特征、支持性特

征、动力特征、策略特征 [4]。
在学习者特征对网络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将学习者特征集中在学习动机、

学习风格等心理因素上。例如:王云对学习者个性特征对虚拟学习社区中知识建构的影响进行了

分析,将学习者知识建构水平与其个性特征进行相关分析,认为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成就归因方

式和学习风格等个性特征与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水平具有相关性 [5];赖显明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网络

学习成效性别差异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与对策研究,认为要提高学生网络学习成效,必须综合考虑

影响网络学习成效的各种因素,促使男女生相互学习、扬长避短,做到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统

一、自主建构与支持服务相结合、自我调控与情境交互相协调 [6];李雁云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分

析了影响网络学习的要素,其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网络学习策略对学习者学

习成绩有显著影响 [7];许盛瑜对学习者背景、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学习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发现学习者背景与学习满意度之间具有相关性,同时,学习动机越强烈,学习满意度也越高 [8]。
关于学习者特征的分类和模型,都可作为本研究构建学习者特征体系的基础和借鉴。另外,学

习者特征对网络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所采用的内容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

思路和视角。以往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学历教育,以网络教育和开放教育的在校生为研究重点。本

研究以王迎的四元特征理论模型为基础,以参加非学历培训的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将学习者特征

分为背景性特征、条件性特征、心理学特征和策略性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在职教师特征分类及观测点设定

本研究分别对在职教师学习者的背景性特征、条件性特征、心理学特征和策略性特征进行细化

和分类,明确各特征在本研究中的二级指标及观测点,各维度特征使用特定的量表对学习者特征进

行测试,获取学习者在各特征上的得分或等级水平。
以天津市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网络学习为例,将学习者特征进行分类,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学习者特征分类

特征分类 二级指标 观测点

背景性特征

生理因素 性别、年龄段

社会因素 学历层次

地域因素 所属区县

经验因素 任教年限

条件性特征

学习经验 远程学习经历、计算机操作技能

求助对象 家人、同事、老师

时间条件 每周学习时间

心理学特征

动力特征 学习动机、学习风格

效能特征 网络学习效能感

归因方式 能力、努力、运气、任务难度、身心状况、环境

策略性特征

认知策略 复述策略、精加工策略、组织策略

元认知策略 计划、监控、调节

资源管理策略 时间管理、环境管理、心境管理

  对于学习风格,使用“所罗门学习风格量表”进行测量;对于归因方式,使用冯·拜尔的“多维



度-多归因量表(MMCS)”进行测量;对于其他因素,则使用自编的调查问卷进行测量。

(二)网络学习成效观测指标设定

学习成效是学习者通过学习行为所产生的学习结果与实现这一结果所付出的学习成本之比,

即单位学习成本的综合学习结果 [9]。网络学习成效是指在网络情境下学习者通过学习行为所产

生的结果与学习成本之比。

本研究将网络学习平台设计为:用有效学习时长满足学习者学习完课程内容(学习要求),完成

规定课程作业次数并通过课程在线测试后,才能获取学分。因此,可以将网络学习学分作为网络学

习成效的观测指标,利用平台的统计功能获取学习者网络学习学分。

(三)在职教师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分析

将在职教师特征数据与网络学习成效数据进行编码,使用SPSSV13.0进行相关分析。具体而

言,对各二级指标及观测点与网络学习学分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相关系数筛选出与网络学

习成效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及观测点,针对导致学习成效不理想的学习者特征,提出改进与提

高策略,以期为教师培训提供参考。

四、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学习者基本情况

以天津市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网络学习为例,共涉及2301名学习者,部分原始数据如图1所示。

图1 原始数据截图



  所有学习者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学习者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平均学分

性别
男 49 2.1 20
女 2252 97.9 28

年龄段

25岁以下 350 15.3 21
26~30岁 373 16.3 28
31~35岁 477 20.8 32
36~40岁 452 19.7 30
41~45岁 375 16.4 28
46~50岁 210 9.2 28
51~55岁 50 2.2 19
56~60岁 7 0.31 6

学历层次

专科以下 895 43.9 33
专科 465 35.2 29
本科 328 20.8 30
硕士 2 0.1 42

所属区县

大港区 280 12.2 20
蓟县 276 12.0 27

静海县 913 39.7 36
宁河县 227 9.8 33
武清区 605 26.3 19

任教年限

3年以下 659 28.6 24
3~5年 261 11.4 31
5~10年 337 14.6 31
10年以上 1044 45.4 29

  (二)自编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自编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对符合程度的题项赋值,即非常符合(5分)、比较符合(4
分)、一般(3分)、不太符合(2分)、不符合(1分)。

对于自编调查问卷,各项目信度均达到了0.8,可以判定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3 题项量表的信度分析

背景性特征 条件性特征 学习动机 网络学习效能感 策略性特征

题数 5 4 6 6 12
CronbachsAlpha 0.827 0.813 0.809 0.824 0.809

  总体量表及各因子的KMO 值均大于0.8,且Bartlett球性检验的p<0.001,各变量之间的相

关程度大于0.4,说明本研究自编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具体见表3。
(三)学习者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皮尔森相关分析为统计方法,探讨学习者各项指标及观测点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

程度。一般来说,相关系数取绝对值后:0~0.09表示两者没有相关关系;0.1~0.3表示两者呈弱相

关关系;0.3~0.5表示两者呈中等相关关系;0.5~1.0表示两者呈显著性相关关系。但要界定相关

关系除了依据相关系数外,更重要的是看显著性水平。

1.背景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分析

将背景性特征各项观测点与网络学习成效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背景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系数

性别 年龄段 学历层次 所属区县 任教年限

网络学

习学分

PearsonCorrelation 0.050* 0.035 -0.056* -0.068** 0.077**

Sig.(2-tailed) 0.016 0.095 0.023 0.001 0.000
N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注:*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5level(2-tailed);**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1level(2-tailed).下同

由表4可知:从相关系数来看,背景性特征的各项指标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微弱(皮尔逊

显著性系数的绝对值低于0.09);从显著性系数来看,所属区县和任教年限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

性非常显著(概率值小于0.01)。
其中,我们对性别中的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由研究结果可知:网络学习成效与性别呈

正弱相关,即女性的网络学习成效要稍高于男性;对于学历层次,从专科以上至硕士分别赋值为

1-4,学历层次与网络学习成效呈负相关,即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网络学习成效逐渐降低,这是因

为学历层次低的教师提升专业水平的愿望和学习动机更强烈,因此学习成效较好;由于不同区县对

于网络学习采取的激励和监督措施有差异,导致所在区县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显著负相关;任教年限

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显著正相关,即任教年限越长网络学习成效相对越明显,这是因为随着任教年限

的增长,学习者职业生涯规划逐渐趋于合理,专业提升目的明确,学习成效相对较好。

2.条件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分析

将条件性特征各项观测点与网络学习成效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条件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系数

远程学习

经历

计算机

操作技能

求助对象

家人或朋友 同事 教师

每周

学习时间

网络学

习学分

PearsonCorrelation 0.130** 0.235** 0.135** 0.298** 0.452** 0.168**

Sig.(2-tailed) 0.008 0.005 0.000 0.000 0.000 0.006
N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由表5可知,条件性特征各项指标均与网络学习成效呈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其中,远程学

习经历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13),当求助对象为教师时与网络学习成效相

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452),且从显著性水平来看,各指标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概率值小于0.01)。
具体来看,求助对象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程度较高。在求助对象方面,设置了3个选项,即家

人或朋友、同事、教师,分别赋值为0、1、2。结果表明:求助于教师、同事的学习者相对于求助于家

人或朋友的学习者具有更高的网络学习成效,由此可以认为,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能够对网络

学习成效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激励作用;计算机操作技能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系数次之,说明计算

机操作技能掌握的熟练性能够对网络学习成效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心理学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性分析

将心理学特征各项观测点与网络学习成效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心理学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系数

学习动机

认知

内驱力

附属

内驱力

自我

提高

内驱力

学习风格

活跃型

/
沉思型

感悟型

/
直觉型

视觉型

/
言语型

序列型

/
综合型

归因方式

能力 努力 运气 环境
网络学习

效能感

网络

学习

学分

Pearson
Correlation

0.563** 0.215** 0.579** 0.356** 0.420** -0.361** -0.350** -0.250* 0.527** -0.358** -0.425** 0.536**

Sig.
(2-tailed)

0.000 0.00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5 0.000 0.005 0.000 0.000

N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由表6可知:从相关性系数来看,认知内驱力和自我提高内驱力与网络学习成效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大于0.5),而附属内驱力与网络学习成效呈较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小于0.3);
从显著性水平来看,学习动机各项指标与网络学习成效均呈显著正相关(概率值小于0.01)。

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性最高的是自我提高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属于外部动机,在天津市

农村幼儿园在职教师培训中,教师为顺利通过培训考核,在职称评审或职务晋升中获得机会,会积

极参与网络学习,因而网络学习学分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职学习者的自我提高内驱

力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习动机。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性较高的是认知内驱力。教师因为工作

和专业能力提升的需要,会积极学习专业课程,因而会获得较高的网络学习学分。附属内驱力是一

种在年幼儿童身上发挥较大作用的动机类型。由数据可知,附属内驱力与前两种内驱力相比,与网

络学习成效的相关性较低,但仍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显著正相关。
学习风格与网络学习成效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0.5),且在学习风格的8种

类型中,沉思型、直觉型、视觉型和序列型的网络学习者所获取的学分,较活跃型、感悟型、言语型和

综合型的网络学习者都高。活跃型学习者偏好协作与团队学习,沉思型学习者喜欢单独学习。本

研究中的网络学习者的学分仅与自主学习网络课程有关,因此沉思型学习者在这方面优于活跃型

学习者。感悟型学习者不擅长接受与真实世界没有具体关联的学习内容。直觉型学习者则偏好发

觉事物间的关联性。在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的课程中,理论性知识占有较大比重,要想完成课程学

习及课程作业,要求学习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总结与反思能力,能在课程内容与实际工作中建立起关

联,因此直觉型学习者在这方面占有较大优势。视觉型学习者在看到图表、图片、影片、流程图或者

实际演练时会有较佳的记忆效果。言语型学习者则比较能从文字说明中获得较佳的学习效果。网

络课程采用的是视频、音频和图片等丰富的视觉素材形式,因此在本研究中视觉型学习者能够获得

较高的学分。序列型学习者倾向于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综合型学习者偏好

跳跃式的学习。在本研究中,网络课程设置按照章节顺序展开,这种方式更适合于序列型学习者,
因此序列型学习者能获得较高的学分。

从归因方式来看:能力归因与网络学习成效呈弱相关(相关系数小于0.3),相关性不显著;运气

和环境归因与网络学习成效呈中等相关(相关系数为0.3~0.5);努力归因与网络学习成效呈强相

关(相关系数大于0.5),相关性较显著。概括地说,努力归因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正相关,能力、运气

和环境归因与网络学习成效呈负相关。能力归因与努力归因者将成功归因于个人努力,这属于内

部可控因素,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学分他们会努力学习,其付出的努力与网络学习学分呈正相关;
能力、运气和环境归因者将失败归因于不可控因素,他们往往会以平台易操作性不强、个人能力有

限、教师关注度不够等理由较少地进行网络自主学习,因此学分较低。
网络学习效能感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大于0.5),网络学习效能感强的学习者

其获得的学习成效也高,网络学习效能感与学习者以往进行网络学习的成就感和期望有关,如果以

往的网络学习经历带给学习者较强的成就感,那么在本次网络学习中会更努力进行学习,因此容易

获得较高的学分。

4.策略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程度分析

将策略性特征各项观测点与网络学习成效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策略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系数

认知策略

复述 精加工 组织

元认知策略

计划 监控 调节

资源管理策略

时间

管理

环境

管理

心境

管理

网络

学习

学分

PearsonCorrelation 0.089 0.214* 0.432** 0.279* 0.476** 0.423** 0.325** 0.205* 0.128*

Sig.(2-tailed) 0.073 0.037 0.000 0.029 0.000 0.000 0.002 0.040 0.049
N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2301

  从认知策略来看:复述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无相关性(相关系数小于0.1);精加工策略与网络

学习成效呈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1~0.3);组织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呈中等相关(相关系数为

0.3~0.5),但从显著性水平来看,二者又呈显著性相关(概率值小于0.01)。
复述策略是学习者不断重现学习材料的一种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不属于意义建构,与网络学习

成效的相关性不大;精加工策略是学习者将学习内容与头脑中的信息进行意义关联,这种方法有利

于促进学习者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深化,对网络学习成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组织策略是将新知识进

行归类整理,这种方式有利于学习者对于学习内容的整体把握,对提高网络学习成效具有促进作用。
从元认知策略来看,计划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呈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1~0.3);监控策略和调

节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呈中等相关(相关系数为0.3~0.5),但从显著性水平来看,二者呈显著相关

(概率值小于0.01)。计划策略是对学习目标进行设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

得学习者对于学习新知识具有积极的对策和应对方法,从而促进网络学习成效的改善;监控策略是

学习者对自主学习过程进行跟踪和监视的过程,这种方法使得学习者能够警觉自己出现的问题,并
及时地加以修正,有利于网络学习效果的提高;调节策略是学习者对网络学习活动的检查和更正过

程,能够帮助学习者矫正学习行为,补救学习漏洞。
从资源管理策略来看,时间管理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呈中等相关(相关系数为0.3~0.5),但从

显著性水平来看,二者呈显著性相关(概率值小于0.01)。环境管理策略和心境管理策略与网络学

习成效呈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1~0.3)。时间管理策略得分较高的学习者,能够统筹安排学习时

间,充分利用最佳时间,整合零碎时间,进而促进网络学习成效;环境管理策略得分较高的学习者,
能够排除外界环境的干扰,人为改善与创设有利于学习活动的环境,为网络学习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心境管理策略得分较高的学习者,能够激发个人动机,树立坚定的学习信念,进行正确归因,进
而积极地促进网络学习。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及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条件性特征和心理学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的关系最为密切,策
略性特征次之,背景性特征与网络学习成效的关系最不密切。

第一,背景性特征中,与网络学习成效显著相关的因素包括所在地区和任职年限,从整体上来

看,背景性特征与其他特征相比,与网络学习成效的相关性较低。
第二,条件性特征中,包括远程学习经验、计算机操作技能、求助对象和每周的学习时间因素,

均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显著正相关。
第三,心理学特征中,学习动机的各项因素都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显著相关,其中自我提高内驱

力与网络学习成效相关性最高;学习风格与网络学习成效呈较显著相关,其中沉思型、直觉型、视觉

型和序列型学习者的学分较活跃型、感悟型、言语型和综合型学习者高;从归因方式来看,努力归因

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正相关,能力、运气和环境归因与网络学习成效呈负相关,但能力归因与网络学

习成效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网络学习效能感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正相关,网络学习效能感高的学习者

获得的学习成效也高。



第四,策略性特征中,精加工策略和组织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正相关关系,但精加工策略影

响水平并不显著。复述策略与网络学习成效无相关性。计划、监控和调节均与网络学习成效呈正

相关,但计划策略的影响水平并不显著。时间管理策略、环境管理策略和心境管理策略均与网络学

习成效具有正相关,但环境管理策略和心境管理策略的影响水平并不显著。
(二)建议及对策

1.关注背景性特征

对学习者进行分类和分层划分,提出差异化的教学目标和制订差异化的教学策略。
远程学习者在年龄、性别、学历层次、地域等背景性特征上的差异,势必会导致他们学习需求的

千差万别。若能根据学习者背景性特征对学习者进行分类和分层,制订差异化的教学策略,提出差

异化的教学目标,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远程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需

求和专业成长需要,进而促进网络学习成效的普遍提升。
具体而言:(1)针对刚入职新手型教师,应加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2)对于成熟型教

师,可以在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等方面加强指导;(3)对于专家型教师,则应加强教育科研能力的培

养,以科研推动教学;(4)年龄较大的教师在网络学习方面可能会存在技能障碍,可以将网络学习与

面授、集体研修相结合。
总之,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以此确保培训的有效性。

2.改善条件性特征

提高教师的网络学习技能,还要从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支持服务途径、保证在线学习时间的投

入、设置多样化的求助对象等方面入手。
远程学习者条件性特征差异较大,网络学习技能参差不齐,这就要求远程教育者能够对在职教

师的网络学习技能进行培训,提高其计算机操作技能和网络学习技能。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支

持服务途径,在职教师能够方便地获取学习帮助,为顺利地进行网络学习创造条件。
具体而言:(1)丰富教师的远程学习体验,鼓励教师参与多样化的远程学习活动;(2)开展计算

机操作技能培训和技能大赛,提高其远程学习的成就感和满足感;(3)通过学习平台的论坛、QQ、微
信、远程接待中心等多样化的手段为学习者提供支持服务,对学习进程进行敦促和提醒,确保教师

在学习时间上的投入;(4)设置导学、督学、促学等各方面的求助对象,使得教师遇到疑惑时“有人可

求助”。

3.调整心理学特征

激发教师的学习动机,修正教师归因方式,提高教师网络学习效能感,对不同学习风格的教师

提供不同类型的学习内容和形式。
具体而言:(1)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采取将学习内容与工作实际相关联、组织各种竞赛性活

动和积极与学习者互动等方法;(2)对于运气和环境归因学习者,应该鼓励其多参与团体性活动,在
小组协作中承担角色,让其体会到努力带来的成绩,弱化其对运气和环境的归因意识,不断修正归

因方式;(3)对于网络学习效能感较低的学习者,可以让其参与难度适中的网络协作工作,使其不断

体会成功带来的成就感,进而提高网络学习效能感。
总之,课程设计者在设计网络课程时,应考虑不同的学习者风格,提供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对于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如言语型学习者,尽量提供文字性的教学形式,
而对于沉思型的学习者,则鼓励其多参与论坛讨论和协作学习,体会合作学习带来的快乐。

4.培养与提高策略性特征

对于学习者的策略性特征,网络课程的设计要让学习者能够在情景模拟中解决问题,帮助学习

者将概念性知识转化为策略性知识 [7]。
具体而言:(1)提供具体的学习任务,充分发挥学习者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获取信



息、筛选信息和反思总结的能力;(2)增强学习社区互动交流,培养其进行网络协作和交流的能力,
提升其对网络学习自我管理和监控的能力;(3)通过多样化的监督和提醒机制,帮助教师完善时间

管理策略,使得教师能够统筹安排学习时间,充分利用最佳时间,整合零碎时间,进而提高网络学习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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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rnercharacteristics,asakeyinternalfactoraffectinglearningeffect,areimportantre-
searchcontentsinthefieldofeducation,especiallyindistanceeducation.Basedontheonl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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