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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者在线学习力受个人内在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受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学习空间是学习者进行学习的重

要场所.
 

为探究家庭学习空间中网络、
 

空间、
 

氛围和学习者在线学习力之间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对C市3
 

632名高

中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
 

当学习者处于较开放、
 

活跃并能支持即时性学习的家庭学习空间时,
 

其在线学习力往

往表现更优.
 

基于家庭学习空间以上特点,
 

从哲学与技术角度对当前家庭学习空间进行设计,
 

并在元宇宙等相关理

论的基础上对未来学习空间设计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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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ability
 

is
 

influenced
 

by
 

internal
 

perso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environ-
mental

 

factors.
 

Learning
 

space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learne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network,
 

space,
 

atmosphere
 

and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ability
 

in
 

family
 

learning
 

space,
 

a
 

ques-

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3
 

632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learners
 

are
 

in
 

a
 

more
 

open
 

and
 

active
 

family
 

learning
 

space
 

that
 

can
 

support
 

real-time
 

learning,
 

their
 

online
 

learn-
ing

 

ability
 

tends
 

to
 

be
 

better.
 

Based
 

on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learning
 

space,
 

this
 

study
 

de-

signed
 

the
 

current
 

family
 

learning
 

space
 

from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and
 

prospected
 

the
 

future
 

design
 

of
 

family
 

learning
 

space
 

on
 

the
 

basis
 

of
 

metaverse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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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基于马克思对世界存在前提的界定,
 

人便可以看作为世界之本.
 

世界乃人所触、
 

所感、
 

所存在的真实

世界,
 

人的生活世界基于特性可分为3个层次:
 

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1].
自然界指向普遍存在的物质,

 

人类社会指向人际间的交互,
 

精神世界指向个人的完满,
 

物质、
 

交互、
 

精

神满足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人本主义研究的深化,
 

当下的“人本主义”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认

知.
 

在当前教育中,
 

“人”成为教育信仰,
 

教育过多地关注人而忽略乃至抛弃掉对物件、
 

制度、
 

组织气候、
 

文

化等因素的考虑[2].
 

因此,
 

当前教育关注的焦点应从仅关注人的角度转变到关注人与自然界、
 

人类社会的

交互及人自身理性价值提升的角度.
学习空间是学习者自我学习与社会交互的重要场所,

 

在线学习力是智能时代学习者发展所需的重要能

力.
 

基于此,
 

人与空间如何平衡才能有效提升在线学习力? 首先应明晰在线学习力与学习空间的内涵.

1.1 在线学习力

在线学习力(Online
 

Learning
 

Ability)的研究始于对学习力的讨论,
 

1965年Jay
 

Forrester提出了“学习

型组织”的概念,
 

并由此衍生出学习力一词[3].
 

学习力构成的模型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顺应力、
 

策应

力、
 

反省力、
 

互惠力组成的“四要素说”,
 

由变化和学习、
 

关键好奇心、
 

意义形成、
 

创造性、
 

学习互惠、
 

策略

意识、
 

顺应力组成的“七要素说”以及由学习动力、
 

学习态度、
 

学习方法、
 

学习效率、
 

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组成

的“综合体说”[4].
 

随着时代的发展,
 

网络学习成为人本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
 

而在线学习力就是指在网络

环境中,
 

通过对海量信息的学习,
 

将网络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的能力[5].
 

在线学习力与学习力的本质相同,
 

杨素娟[6]从元认知能力、
 

学习策略水平、
 

知识迁移能力、
 

信息素养及学习资源管理能力5个维度分析了在

线学习力的构成;
 

丁亚元等[4]认为在线学习力主要包括内驱力、
 

认知力、
 

意志力、
 

转化力4部分;
 

李宝敏

等[7-8]开发了包含顺应力、
 

驱动力、
 

互惠力、
 

策应力、
 

管理与调节力的在线学习力测评工具.
 

综上所述,
 

尽

管目前关于在线学习力的划分尚未统一,
 

但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对在线学习情境的适应能力、
 

知

识学习中的认知能力、
 

知识学习后的应用能力及反思能力,
 

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要素.
 

因此本研究在文献

分析的基础上,
 

将在线学习力分为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4个部分.

1.2 学习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已经扩展到了三维空间,
 

具体包括物理、
 

社会与信息空间[9],
 

而学习空间也得到了相

应的发展.
 

学习空间是开展学习活动所需要的区域,
 

是学习发生的基本场所,
 

具有居所与转运的双属

性[10].
 

从学习空间的地点属性而言,
 

学习不仅发生在校园的教室和实验室里[11],
 

也发生在校园传统大楼之

外[12],
 

如家庭已成为智能时代与当前疫情下的重要学习场所.
 

从学习空间自身的结构属性而言,
 

智能技术

赋权下学习空间结构可包含动态化的物质、
 

社会和精神空间,
 

且三维相辅相成[13].
 

也有学者认为学习空间

包括物理、
 

社会、
 

个人和信息空间4类,
 

并构建了学习空间融合模型[14].
 

基于人本主义对世界的界定及人

自身发展的需要,
 

研究认为学习空间的结构主要包括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
 

以“在场式”的存在

为外在体现形式的物质学习空间,
 

以“群体式”的交往为导向的社会学习空间,
 

以追求“不在场式”的存在以

及反观自身存在为价值指向的精神学习空间,
 

三者共同构筑了学习空间的整体架构,
 

学习空间也经历了关

注在场、
 

关注主体、
 

关注多元的3个阶段[15].
 

从学习空间的层级属性而言,
 

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空间包含现

实层与虚拟层,
 

虚拟与现实交互的增强现实层3个层级.
 

层级属性与结构属性相融后成为学习空间的整体

属性,
 

即各层级中都包含了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3个空间,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
 

最终作用于现

实空间,
 

对现实空间中个人的认知、
 

情感、
 

行为产生实际影响.
 

学习空间的创设关注点也由环境转向人的

主体性及多元的精神所需.
 

当前的研究多从现实空间去进行设计,
 

然而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
 

虚拟现实

空间的设计同样值得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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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问题

当前研究多探究个体因素对在线学习力的影响,
 

而较少探究环境因素对学习者在线学习力的影响.
 

因

此,
 

本研究着眼于家庭学习空间,
 

探究空间中不同因素对学习者在线学习力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
 

部分

环境设计属性对学习者的室内学习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布局”
 

“灵活性”
 

“舒适性”都是影响学习者学习

的重要因素.
 

“布局”即学习空间的整体空间安排,
 

“灵活性”即允许学习者移动及重新安排房间,
 

“舒适性”

即让学习者感受到快乐及心灵的祥和[16].
 

在线学习作为学习的一种形式,
 

合理的环境设计也应当能促进学

习者的在线学习.
 

网络支持是在线学习的一个显著特征,
 

因此网络对在线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在具体布局

时,
 

应考虑网络情况对学习者在线学习的影响.
 

环境、
 

空间的灵活性离不开对空间本身的讨论,
 

舒适性离

不开对氛围的讨论,
 

已有研究指出学习氛围会影响学习者的在线学习体验[17],
 

因此本文将网络情况、
 

学习

空间、
 

学习氛围作为与在线学习力相关联的重要环境因素.
除传统电脑之外,

 

移动设备的出现及运用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样与便捷的学习途径,
 

也成为了学习者日

常学习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中的网络情况主要指电子设备所使用的网络情况,
 

包括Wifi与移动数据两个类型.
学习空间有正式的学习空间及非正式学习空间之分,

 

研究中的学习空间主要指家庭中的非正式学习空

间.
 

基于对学习空间“灵活性”这一特征的考量,
 

本研究主要根据家庭中学习空间的独立与固定程度对学习

空间进行具体的划分.
“氛围”即周围的气氛和情调,

 

研究的学习氛围为家庭学习氛围,
 

即家庭学习时特定的气氛和情调.
 

适

宜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提升学习空间的“舒适性”.
 

基于对“舒适性”这一特征的考量及对学习氛围广泛含义的

择取,
 

本研究主要根据学习环境的安静程度对学习氛围进行具体的划分.
基于此,

 

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
 

家庭学习空间中,
 

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是否与学

习者的在线学习力相关? 2)
 

家庭学习空间中,
 

不同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是否会使学习者的在线

学习力水平不同? 3)
 

家庭学习空间中,
 

处于何种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条件下的学习者其在线学

习力水平更高? 4)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
 

如何设计学习空间以更好地促进学习者学习?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问卷编制与数据来源

2.1.1 问卷编制

综合国外Claxton[18]“四要素说”、
 

Crick[19]“七要素说”、
 

Kirby[20]“综合体说”学习力模型,
 

及国内杨素

娟[6]、
 

丁亚元等[4]及李宝敏等[7-8]对在线学习力维度的讨论,
 

研究确定了调查问卷维度.
 

其中一级维度为在

线学习力,
 

二级维度包含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4个方面.
 

在对题目进行筛选

与剔除的基础上,
 

对各维度中的指标进行调适,
 

最终得到在线学习力描述框架见表1.
 

其中,
 

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4个维度各有3个题目,
 

共计12个题目,
 

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计分,
 

总分60分,
 

问卷题目中设计了正向题目和反向题目.
正向题目计分方法:

 

非常不同意1分,
 

不同意2分,
 

不一定3分,
 

同意4分,
 

非常同意5分.
反向题目计分方法:

 

非常不同意5分,
 

不同意4分,
 

不一定3分,
 

同意2分,
 

非常同意1分.
表1 在线学习力的描述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在线学习力 学习顺应力 工具适应、
 

情绪调适、
 

自我效能感

学习认知力 主动、
 

理解、
 

专注度

学习应用力 迁移、
 

完成度、
 

策略形成

学习反思力 自主、
 

毅力、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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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据来源

调查对象主要涉及C市的4
 

000余名高中生,
 

共发放并收回问卷4
 

233份,
 

剔除无效问卷601份,
 

剩余

3
 

632份,
 

有效率为85.80%.
 

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研究对象构成情况

类别 水平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生 1
 

786 49.2
女生 1

 

846 50.8

年级 高一 2
 

062 56.8
高二 1

 

197 33.0
高三 373 10.2

家庭结构 多子女家庭 1
 

890 52.0
独生子女家庭 1

 

742 48.0

2.1.3 信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量表或测验的可靠性或稳定性.
 

信度分析用于检验总量表和量表各层面的可靠性或稳定性.
 

研究使用SPSS
 

26.0分析软件对指定的量表进行α系数信度检验(表3).
 

该研究中高中生在线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及学习反思力4个分维度的Cronbachs
 

α 介于0.702~0.825之间,
 

均大于0.7,
 

属于高信度区间,
 

且在线学习力整体的Cronbachs
 

α为0.865,
 

信度良好.
对数据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结果显示本研究效度KMO值为0.914,
 

大于
 

0.9,
 

Bartlett球

形检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所得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
 

最大

方差法进行旋转,
 

最终共抽取出4个因子,
 

累计解释方差为69.041%,
 

删除不合理题项后,
 

共计4个因

子,
 

12个题项,
 

且因子载荷系数为0.526~0.847,
 

大于0.5,
 

效度良好.
表3 高中生在线学习力评测信度

量表名称 维度 Cronbachs
 

α 项数

高中生在线学习力评测 学习顺应力 0.702 3

学习认知力 0.726 3

学习应用力 0.765 3

学习反思力 0.825 3

在线学习力整体 0.865 12

2.2 大数据工具分析与思路

研究首先使用SPSS
 

26.0对问卷和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问卷得分总体

情况;
 

其次通过相关性分析探寻各学习者在线学习环境各因素(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与在线学

习力各维度(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之间的相关性;
 

第三,
 

通过独立样本t检

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探寻学习者在线学习环境各因素与在线学习力各维度及在线学习力整体之间的差异

性,
 

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在线学习力的影响;
 

最后,
 

使用K-means聚类分析将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和学习

氛围3个变量聚类为6类学习者并探寻各类学习者间在线学习表现能力的差异.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对高中生在线学习力各维度进行描述统计,
 

结果见表4.
 

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

反思力及在线学习力整体得分均高于理论中值3分,
 

说明高中生在线学习力整体水平良好.
 

其中,
 

学习者

在学习认知力维度得分最高(3.64),
 

在学习反思力维度得分最低(3.43).
 

学习者在学习顺应力维度标准差

最大(0.91),
 

内部差异相对较大,
 

而在学习应用力维度标准差最小(0.75),
 

内部差异相对较小.

5第6期       胡航,
 

等:
 

学习空间:
 

在线学习力的环境影响因子与设计之道



表4 高中生在线学习力的描述统计(n=3
 

632)

项目 平均分(M) 标准差(SD)

学习顺应力 3.54 0.91
学习认知力 3.64 0.77
学习应用力 3.44 0.75
学习反思力 3.43 0.77

在线学习力整体 3.51 0.62

3.2 相关性分析

高中生各因素与在线学习力各维度的相关关系见表5.
 

学习空间各因素之间、
 

在线学习力各维度之间

及学习空间各因素与在线学习力各维度之间均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其中,
 

1)
 

在学习顺应力方面的相关系

数由大到小排序为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
 

网络情况.
 

2)
 

在学习认知力方面的相关系数由大到小排序为网络

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
 

3)
 

在学习应用力方面的相关系数由大到小排序为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

氛围.
 

4)
 

在学习反思力方面的相关系数由大到小排序为网络情况、
 

学习氛围、
 

学习空间.
表5 在线学习各环境因素与各维度的相关分析结果

因素 网络情况 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 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

网络情况 1
学习空间 0.183** 1
学习氛围 0.159** 0.327** 1

学习顺应力 0.075** 0.103** 0.088** 1
学习认知力 0.087** 0.078** 0.077** 0.421** 1
学习应用力 0.064** 0.047** 0.040* 0.306** 0.623** 1
学习反思力 0.090** 0.054** 0.081** 0.273** 0.622** 0.659** 1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3 差异性分析

3.3.1 不同网络情况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

为了解学习者学习时是否会因网络情况不同而使在线学习力存在差异,
 

研究对网络情况进行了差异性分

析,
 

结果见表6.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
 

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及在线学习

力整体方面,
 

使用移动数据的学习者得分均高于使用 Wifi的学习者,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6 不同网络情况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结果

项目 网络情况 均值(M) 标准差(SD) t值

学习顺应力 Wifi 3.51 0.90 3.749**

移动数据 3.67 0.98

学习认知力 Wifi 3.62 0.76 4.386**

移动数据 3.78 0.81

学习应用力 Wifi 3.42 0.74 3.484**

移动数据 3.54 0.76

学习反思力 Wifi 3.40 0.76 4.691**

移动数据 3.58 0.81

在线学习力整体 Wifi 3.49 0.62 5.282**

移动数据 3.64 0.65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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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不同学习空间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

不同学习空间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结果见表7.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

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及在线学习力整体方面,
 

置身于3类不同学习空间的学习者之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其中在学习顺应力(F=18.960,
 

p=0.000)、
 

学习认知力(F=9.843,
 

p=0.000)、
 

学习应用

力(F=5.220,
 

p=0.005)及在线学习力整体(F=14.243,
 

p=0.000)方面p<0.01,
 

在学习反思力(F=
3.312,

 

p=0.037)方面p<0.05.
表7 不同学习空间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结果

项目 学习空间 均值(M) 标准差(SD) F 值

学习顺应力 独立的书房 3.46 0.88 18.960**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3.52 0.94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3.73 0.97

学习认知力 独立的书房 3.60 0.77 9.843**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3.63 0.74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3.76 0.83

学习应用力 独立的书房 3.42 0.73 5.220**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3.42 0.74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3.53 0.81

学习反思力 独立的书房 3.40 0.75 3.312*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3.43 0.76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3.50 0.86

在线学习力整体 独立的书房 3.47 0.61 14.243**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3.50 0.61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3.63 0.67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多重比较检验分析结果见表8.

 

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及在线学习力整

体方面,
 

学习空间得分由大到小均为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独立的书房.
 

同时,
 

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及在线学习力整体中,
 

两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无固

定的学习空间的学习者得分明显高于有独立书房的学习者和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的学习者得

分,
 

而在学习反思力方面,
 

两两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8 不同学习空间的在线学习力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项目 学习空间(I) 学习空间(J) 均值差(I-J) p 值

学习顺应力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独立的书房 0.271** 0.000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0.211** 0.000

学习认知力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独立的书房 0.164** 0.000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0.130** 0.002

学习应用力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独立的书房 0.103** 0.005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0.109** 0.002

学习反思力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独立的书房 0.096 0.052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0.076 0.152

在线学习力整体 无固定的学习空间 独立的书房 0.157** 0.000
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0.131** 0.000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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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不同学习氛围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表9),
 

在学习顺应力(F=7.906,
 

p=0.000)、
 

学习认知力(F=4.346,
 

p=

0.002)、
 

学习反思力(F=4.165,
 

p=0.002)及在线学习力整体(F=6.249,
 

p=0.000)方面,
 

处于5类不同

学习氛围的学习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学习应用力方面,
 

处于5类不同学习氛围的学习者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F=0.894,
 

p=0.467>0.05).
表9 不同学习氛围的在线学习力差异分析结果

项目 学习氛围 均值(M) 标准差(SD) F 值

学习顺应力 非常安静 3.44 0.94 7.906**

比较安静 3.50 0.88

一般 3.63 0.93

比较喧哗 3.57 0.95

非常喧哗 4.12 0.68

学习认知力 非常安静 3.59 0.76 4.346**

比较安静 3.62 0.74

一般 3.72 0.80

比较喧哗 3.71 0.80

非常喧哗 3.78 0.96

学习应用力 非常安静 3.41 0.74 0.894

比较安静 3.43 0.73

一般 3.47 0.79

比较喧哗 3.38 0.69

非常喧哗 3.52 0.87

学习反思力 非常安静 3.37 0.74 4.165**

比较安静 3.41 0.75

一般 3.51 0.82

比较喧哗 3.42 0.81

非常喧哗 3.54 0.88

在线学习力整体 非常安静 3.45 0.61 6.249**

比较安静 3.49 0.61

一般 3.58 0.66

比较喧哗 3.52 0.61

非常喧哗 3.75 0.69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多重比较检验分析结果见表10.
 

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反思力及在线学习力整体方

面,
 

得分由高到低均为学习氛围非常喧哗、
 

一般、
 

比较喧哗、
 

比较安静、
 

非常安静.
 

在学习顺应力方

面,
 

两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学习氛围为非常喧哗的学习者明显高于其他几类学习氛围的学习

者;
 

在在线学习力整体方面,
 

学习氛围为非常喧哗的学习者显著高于非常安静的学习者,
 

其他维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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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不同学习氛围的在线学习力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项目 学习氛围(I) 学习氛围(J) 均值差(I-J) p 值

学习顺应力 非常喧哗 非常安静 0.671** 0.001

比较安静 0.614** 0.003

一般 0.481* 0.028

比较喧哗 0.551* 0.026

学习认知力 非常喧哗 非常安静 0.196 0.226

比较安静 0.166 0.301

一般 0.065 0.685

比较喧哗 0.076 0.670

学习应用力 非常喧哗 非常安静 0.111 0.486

比较安静 0.088 0.576

一般 0.053 0.734

比较喧哗 0.145 0.407

学习反思力 非常喧哗 非常安静 0.170 0.990

比较安静 0.127 0.999

一般 0.030 1.000

比较喧哗 0.112 1.000

在线学习力整体 非常喧哗 非常安静 0.287* 0.030

比较安静 0.249 0.057

一般 0.158 0.229

比较喧哗 0.221 0.128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
 

家庭学习空间内不同的网络情况、
 

不同的学习空间会使学习者在线学习力各维度及在线学习力

整体水平不同;
 

不同学习氛围的学习者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反思力及在线学习力整体水平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学习应用力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使用移动数据的学习者在在线学习力各维度及在

线学习力整体上的得分均高于使用 Wifi的学习者;
 

无固定学习空间的学习者在在线学习各维度及在线学

习力整体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类型的学习者;
 

学习氛围为非常喧哗的学习者在学习顺应力方面的得分显著

高于其他类型的学习者,
 

在在线学习力整体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学习氛围为非常安静的学习者,
 

其他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整体而言,
 

当学习者可及时查阅资料进行学习,
 

学习空间较灵活、
 

开放,
 

学习氛围较活跃

时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力表现往往更优.

3.4 聚类分析

将学习空间、
 

学习氛围和网络情况3个变量进行K-means快速聚类,
 

可归为6类学习者,
 

聚类轮廓系

数大于0.5,
 

聚类质量良好.
 

6类人群分别占比16.00%,
 

19.80%,
 

14.00%,
 

22.90%,
 

15.90%,
 

11.40%,
 

如图1.
第Ⅰ类群体根据其特征命名为独立偏静型,

 

该群体的学习空间为独立的书房(100%),
 

学习氛围为比

较安静(100%),
 

网络情况为 Wifi型(100%).
第Ⅱ类群体根据其特征命名为独立安静型,

 

该群体的学习空间多为独立的书房(59%),
 

学习氛围多为

非常安静(84%),
 

网络情况多为 Wifi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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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聚类群体占比图

第
 

Ⅲ
 

类群体根据其特征命

名为适应型,
 

该群体的学习空间

多为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

习空间(53%),
 

学习氛围多为一

般(51%),
 

网络情况为移动数据

型(100%).
第

 

Ⅳ
 

类群体根据其特征命

名为固定偏静型,
 

该群体的学习

空间为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

学习空间(100%),
 

学习氛围为

比较安静(100%),
 

网络情况为

Wifi型(100%).
第

 

Ⅴ
 

类群体根据其特征命名为随意型,
 

该群体的学习空间多为无固定的学习空间(71%),
 

学习氛围

多为一般(69%),
 

网络情况为 Wifi型(100%).
第

 

Ⅵ
 

类群体根据其特征命名为普通型,
 

该群体的学习空间为无独立的书房但有固定的学习空间

(100%),
 

学习氛围为一般(100%),
 

网络情况为 Wifi型(100%).
从在线学习力整体来看,

 

Ⅲ类学习者(适应型)在在线学习力整体维度上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另外5类学

习者;
 

其次是Ⅴ类学习者(随意型),
 

Ⅵ类学习者(普通型);
 

Ⅰ类(独立偏静型),
 

Ⅱ类(独立安静型),
 

Ⅳ类

(固定偏静型)学习者间差距较小.
 

从具体维度来看,
 

Ⅲ类学习者(适应型)在4个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另外

5类学习者,
 

Ⅰ类学习者(独立偏静型)在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维度得分均最低,
 

Ⅱ类学习者(独立安静

型)在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维度得分均最低,
 

具体得分排序见表11.
表11 6类高中生聚类均值得分排序表

序号 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力 学习应用力 学习反思力 在线学习力整体

1 适应型(3.69) 适应型(3.80) 适应型(3.56) 适应型(3.59) 适应型(3.66)

2 随意型(3.68) 随意型(3.71) 随意型(3.48) 随意型(3.47) 随意型(3.58)

3 普通型(3.58) 普通型(3.67) 普通型(3.42) 普通型(3.47) 普通型(3.53)

4 独立安静型(3.47) 固定偏静型(3.77) 固定偏静型(3.40) 固定偏静型(3.38) 固定偏静型(3.46)

5 固定偏静型(3.46) 独立安静型(3.59) 独立偏静型(3.40) 独立偏静型(3.38) 独立安静型(3.45)

6 独立偏静型(3.43) 独立偏静型(3.57) 独立安静型(3.40) 独立安静型(3.36) 独立偏静型(3.45)

  因此在在线学习过程中,
 

家庭学习空间存在一定灵活性、
 

学习氛围一般、
 

网络情况为移动数据的学

习者在线学习力表现更好,
 

而家庭学习空间固定、
 

学习氛围安静、
 

网络情况为 Wifi的学习者在线学习力

表现较差.
 

整体而言,
 

当学习者对外界的适应性越强、
 

家庭学习空间保持一定活跃度时,
 

其在线学习力

表现更优.

4 设计之道

4.1 人本主义哲学下的学习空间:
 

开放、
 

活跃

研究发现,
 

在线学习力较强的学习者往往倾向于开放的学习空间及较活跃的学习氛围.
 

这与其他学者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学生们更喜欢开放、
 

不受限制的学习环境[21].
 

开放与活跃的学习氛围往往意味着学

习者拥有更多的社会性交互行为.
 

学习者是深度学习中交互、
 

调适及建构的行为主体[22],
 

交互是影响学习

的重要因素[23].
 

人本主义教育哲学强调人是社会、
 

机构与自然的部分与组成,
 

其目的不仅在于形塑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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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特质,
 

更在于陶冶学习者内在的精神世界[2],
 

而有效的交互最终可使学习者的精神世界得到满足.
 

在家庭学习空间中,
 

学习者与亲人的沟通状态会影响学习者的情绪[24],
 

并对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效的

沟通有利于减轻负面情绪对学习者的影响,
 

收获更多正向的情感.
 

此外,
 

学习者在与他人交流、
 

自我反思

的过程中能调和自身知识结构并形成正确的思维,
 

最终在知识体系日益完善及情感收获日渐丰富的螺旋式

上升过程中形塑自我外在特质并逐步建构、
 

陶冶自我的精神世界.

4.2 技术支持下的学习方式:
 

泛在学习

研究发现,
 

偏好于使用移动数据的学习者其在线学习力往往优于使用 Wifi的学习者.
 

家庭中的 Wifi
往往具有稳定性高、

 

速度快、
 

实惠的优点,
 

但 Wifi的使用往往限制了在线学习的空间范围,
 

而使用移动数

据则打破了这种限制,
 

学习者不用考虑时间与地点,
 

无论何时何地都可及时进行简易的搜索与学习.
 

即时

性为泛在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泛在学习是基于技术支持与学习者偏好的重要学习方式,
 

它融合了数字化

学习和移动学习的优势,
 

意在构建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智能的、
 

无所不在的学习空间.
 

有效泛在学习

的发生,
 

依赖于智能技术支持下学习空间的创设[25].
 

泛在学习空间的设计需要让正式学习空间与非正式学

习空间、
 

物质学习空间与虚拟学习空间之间形成无缝融合[26].
 

家庭中的多数空间均属于非正式学习空间与

物质学习空间,
 

而技术支持下的泛在学习则引导家庭中非正式学习空间与正式学习空间相融,
 

现实学习空

间与虚拟学习空间相融,
 

为学习者的精神世界提供更丰富的情境体验.

4.3 哲学与技术的融合———当下学习空间设计探索

学习空间的具体设计路径离不开对人本主义哲学的探讨及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
 

当下,
 

学习者的学习

空间主要为现实学习空间及虚拟学习空间(网络学习),
 

因此学习空间的设计也应从实际出发,
 

对空间布局

做出合理设计.
 

物质空间为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情境体验,
 

社会空间使学习者收获丰富的情感,
 

从“本我”

向“自我”发展,
 

情境体验和情感收获共同作用于精神空间,
 

使学习者在理性自省下实现个人的发展,
 

向“超

我”迈进.
具体而言,

 

首先在物质空间方面,
 

整体布局应尽量减少各空间之间的“壁垒”与“屏障”,
 

便于学习者在

多个学习空间走动,
 

在丰富学习者情境体验的同时为其提供更佳的交互条件;
 

具体布局不应局限于书房或

某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
 

可在家庭内部多处设置读书角,
 

在阳台设置便于思考及学习的桌椅,
 

为学习者提

供学习情境.
 

就物质空间设计要素而言,
 

采光、
 

照明、
 

空气质量、
 

温度、
 

灵活性、
 

拥有感、
 

复杂性、
 

颜色条件

等都对学习者的学习有影响,
 

其中,
 

照明和自然光线是最重要的因素[27],
 

且应避免过度装饰给学习者带来

过多的视觉信息,
 

从而干扰他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21],
 

可以使用舒适、
 

可重组家具以提高学习空间的功能

性与启发性[28].
 

其次,
 

在社会空间方面,
 

其创设应考虑人的主体性,
 

扩大交互的区域,
 

交互区域的扩大有

利于促进学习者外部动机转化为内部动机[29].
 

一方面,
 

社会空间应提供良好的虚拟社会互动交往平台如网

络、
 

计算机等通信条件,
 

为学习者与家庭外的个体进行交互创造良好条件;
 

另一方面,
 

应考虑学习者与家

庭成员间的社会交互,
 

在物质空间范围内融入社会空间交互元素,
 

突出人的主体地位.
 

物质空间与社会空

间相融需要的是一种能连接人与人的介质,
 

在日常生活中,
 

餐桌、
 

茶台等都可以充当这样的介质,
 

它们将

独立的人相连于一个物质空间,
 

双方交互实则又在物质空间中融入了社会空间的属性.
 

第三,
 

在精神空间

方面,
 

舒适的物质元素、
 

积极的社会交互共同作用于人的个体,
 

为个人带来良好的情境体验与情感收获,
 

有效促进人自我的完善与反思,
 

最终促进其精神空间的自我建设与满足.
 

因此,
 

精神空间的设计实则是需

要基于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支持,
 

为学习者带来多方面的情境、
 

情感体验,
 

同时也为学习者营造自省与

自纠的思考空间.

4.4 元宇宙时代———未来学习空间设计展望

当前的学习空间主要是现实的学习空间及虚拟(网络)的学习空间.
 

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使学习空间内涵

得到扩展,
 

元宇宙(Metaverse)即超越于现实世界的、
 

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30].
 

相较于虚拟学习空间,
 

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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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理论支持下的虚拟现实学习空间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的感觉运用系

统、
 

形态结构和经历体验都将影响认知的形成与发展[31],
 

而虚拟现实空间则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创设了一

个平行空间(图2).
 

基于现实物质空间创设的学习情境将为学习者提供基础的情境体验,
 

现实社会空间内

学习者可与他人进行交互,
 

这将为学习者提供基础的情感收获.
 

除现实空间外,
 

学习者在虚拟现实空间中

同样能够拥有真实的体验与收获,
 

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学习者可创设和感受更多样化的情境,
 

实现更丰富的

个体间交互,
 

这使学习者即使身处虚拟现实空间也具有场所感、
 

具身感、
 

临场感与认同感.
 

而虚拟现实空

间中的情境体验和情感收获,
 

最终会作用到现实空间中的个体,
 

促进学习者的学习.

图2 “元宇宙”下的平行空间关系图

元宇宙时代下的学习空间的设计有更高的设备支持要求.
 

在现实物质空间方面,
 

其需要提供更丰富

与先进的设备,
 

如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设备、
 

全息投影设备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可以简化现实

物质空间的布局.
 

基于5G、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
 

学习者能够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

进行学习,
 

在此前提下的学习空间便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空间,
 

而是任何一个可利用的空间.
 

技术支持

下,
 

学习者将打破时空界限去进行开放性学习、
 

社会性交互.
 

元宇宙概念支持下的技术同样使社会空间

的概念在较大程度上得以扩展,
 

此时技术便成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现实空间的中介物,
 

虚拟现实物质空间

为现实物质空间的复刻与创新,
 

其可为智慧实验室、
 

智慧教室等具体的空间.
 

现实物质空间实则可视为

空间“库”,
 

其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样化、
 

个性化的虚拟现实物质空间选择,
 

学习者在适合自己的虚拟现

实物质空间中进行学习,
 

并在虚拟现实社会空间中进行交互,
 

此时的虚拟现实社会空间同样基于现实社

会空间设计,
 

除虚拟现实社会空间中学习者可与现实中的人进行交互外,
 

个体还可与虚拟现实中的机器

人、
 

系统等进行交互.
 

教育技术哲学认为,
 

现代化信息技术可以造就崭新的教育文化[32],
 

因此虚拟现实

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理应创造出崭新的教育文化.
 

这样的教育文化同样会回归作用到现实空间中的个体,
 

促进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
在虚拟现实空间设计时,

 

除了对原有现实空间进行复刻外,
 

学习者可灵活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学习空间进

行创新,
 

这将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
 

同时也将为未来教育领域中的个性化教学带来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张奎良.

 

“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
 

[J].
 

哲学研究,
 

2004(5):
 

11-16.

[2] 刘建.
 

人本主义教育哲学的反思与回归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6):
 

57-62.

[3] 曹立人,
 

王婷,
 

朱琳.
 

高中生学习力的探索研究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6,
 

14(5):
 

612-617.

[4] 丁亚元,
 

刘盛峰,
 

郭允建.
 

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力实证研究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5,
 

21(4):
 

89-98.

[5] 胡奡.
 

大学生在线学习力现状及培养策略探析
 

[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1):
 

169-172.

2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4卷



[6] 杨素娟.
 

在线学习能力的本质及构成
 

[J].
 

中国远程教育,
 

2009(5):
 

43-48,
 

80.

[7] 李宝敏,
 

祝智庭.
 

从关注结果的“学会”,
 

走向关注过程的“会学”———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测评与发展对策研究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7,
 

23(4):
 

92-100.

[8] 李宝敏,
 

宫玲玲,
 

祝智庭.
 

在线学习力测评工具的开发与验证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8,
 

24(3):
 

77-84,
 

120.

[9] 潘云鹤.
 

人工智能2.0与教育的发展
 

[J].
 

中国远程教育,
 

2018(5):
 

5-8,
 

44,
 

79.

[10]王腊梅,
 

肖君.
 

上海开放大学:
 

创建沉浸式学习空间
 

[J].
 

中国教育网络,
 

2021(5):
 

69-71.

[11]WEBB
 

K
 

M,
 

SCHALLER
 

M
 

A,
 

HUNLEY
 

S
 

A.
 

Measuring
 

Library
 

Space
 

Use
 

and
 

Preferences:
 

Charting
 

a
 

Path
 

toward
 

Increased
 

Engagement
 

[J].
 

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2008,
 

8(4):
 

407-422.

[12]ABEYSEKERA
 

L,
 

DAWSON
 

P.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Load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Definition,
 

Rationale
 

and
 

a
 

Call
 

for
 

Research
 

[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5,
 

34(1):
 

1-14.

[13]张家军,
 

闫君子.
 

论智能技术赋权下学习空间的诠释与建构
 

[J].
 

远程教育杂志,
 

2021,
 

39(4):
 

62-71.

[14]杨现民,
 

赵鑫硕,
 

刘雅馨,
 

等.
 

网络学习空间的发展:
 

内涵、
 

阶段与建议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6(4):
 

30-36.

[15]瞿一丹.
 

学习空间的嬗变及其哲学路径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7(12):
 

3-8.

[16]PEKER
 

E,
 

ATAÖV
 

A.
 

Exploring
 

the
 

Ways
 

in
 

which
 

Campus
 

Open
 

Space
 

Design
 

Influences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

ences
 

[J].
 

Landscape
 

Research,
 

2020,
 

45(3):
 

310-326.

[17]刘斌,
 

张文兰.
 

在线课程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结构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2017,
 

27(9):
 

107-113.

[18]CLAXTON
 

G.
 

Building
 

Learning
 

Power:
 

Helping
 

Young
 

People
 

Become
 

Better
 

Learners
 

[M].
 

Bristol:
 

TLO
 

Ltd,
 

2002.

[19]CRICK
 

R
 

D.
 

Learning
 

how
 

to
 

Learn:
 

The
 

Dynamic
 

Assessment
 

of
 

Learning
 

Power
 

[J].
 

The
 

Curriculum
 

Journal,
 

2007,
 

18(2):
 

135-153.

[20]KIRBY
 

W
 

C.
 

学习力
 

[M].
 

金粒,
 

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5.

[21]RODRIGUES
 

P
 

F
 

S,
 

PANDEIRADA
 

J
 

N
 

S.
 

When
 

Visual
 

Stimul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ffects
 

Childrens
 

Cognitive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18,
 

176:
 

140-149.

[22]胡航,
 

李雅馨,
 

郎启娥,
 

等.
 

深度学习的发生过程、
 

设计模型与机理阐释
 

[J].
 

中国远程教育,
 

2020(1):
 

54-61,
 

77.

[23]杨新荣,
 

林明,
 

马林.
 

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结构探索———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4):
 

1-9.

[24]应斌,
 

耿毅博,
 

林杰,
 

等.
 

新冠肺炎疫情复课期间中学生英语学习焦虑的大样本调查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1,
 

43(1):
 

22-30.

[25]余胜泉,
 

杨现民,
 

程罡.
 

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学习元”的理念与结构
 

[J].
 

开放教育研究,
 

2009,
 

15(1):
 

47-53.

[26]肖君,
 

姜冰倩,
 

许贞,
 

等.
 

泛在学习理念下无缝融合学习空间创设及应用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6):
 

96-103,
 

111.

[27]HARROP
 

D,
 

TURPIN
 

B.
 

A
 

Study
 

Exploring
 

Learners
 

Informal
 

Learning
 

Space
 

Behaviors,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s
 

[J].
 

New
 

Review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13,
 

19(1):
 

58-77.

[28]SOMERVILLE
 

M,
 

COLLINS
 

L.
 

Collaborative
 

Design:
 

a
 

Learner-Centered
 

Library
 

Planning
 

Approach
 

[J].
 

Electron
 

Li-

br,
 

2008,
 

26(6):
 

803-820.

[29]张思,
 

陈娟,
 

夏丹,
 

等.
 

在线论坛中学习者兴趣与行为主题联合建模研究
 

[J].
 

远程教育杂志,
 

2022,
 

40(1):
 

81-90.

[30]喻国明,
 

耿晓梦.
 

何以“元宇宙”:
 

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3):
 

1-8.

[31]刘革平,
 

王星,
 

高楠,
 

等.
 

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
 

在线教育的新方向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1,
 

33(6):
 

12-22.

[32]祝智庭.
 

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哲学观透视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9,
 

17(2):
 

11-20.

责任编辑 周仁惠    

31第6期       胡航,
 

等:
 

学习空间:
 

在线学习力的环境影响因子与设计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