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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

发展性策略研究 ①

———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４所高校为例

王　莹，罗秉芬
（浙江理工大学 材料与纺织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网络资源的丰富使得基于网络展开的学习越来越多，网络自主学习这
一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大学生采纳。探讨了“自主学习”与“混合学习”的概念与范畴；针对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的

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大学生的网络自主学习能力情况；最后探讨了提高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３９－０３

　　当代社会是一个以网络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
心的时代，网络信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

的学习和生活，传统的学习方式与知识获取方式已无法

满足正常工作和学习的需求。高校大学生是网络时代的

主力军，肩负着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因此文章的研究对

象主要围绕大学生群体展开，探讨在网络盛行的时代，如

何正确研究利用网络进行学习方式的全新变革。

大学的学习方式更多的是自主学习，学习的途径已不

再局限于课堂和书本，具备网络自主学习能力也是大学生

身上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强

弱关系着大学生社会的适应程度的强弱，因此研究网络时

代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性策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１　自主学习与混合学习
１．１　自主学习

大学的学习习惯不再如同中小学，老师耳提面命，督

促着学生去学习，更多的是学生的自学。因此自主学习这

一词汇应运而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百度百科

中解释：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

化学习方式。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

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一，在当今知识

大爆炸时代，终身学习是我们所提倡的，学会怎样学习的

人才是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

我们赖以生存的一项技能；其二，不同于传统学习方式的

灌输－接受模式，自主学习能令学习者掌握主动权，激发
学习者学习的热情与探索精神；再者，自主学习也有利于

学生个性化发展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自主学习是

一个值得研究与深入探讨的话题。

１．２　混合学习
混合学习（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个

新名词，根据美国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ｓ的解释，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被认为是在线学习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从本
质上来讲，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或学习
理念，它是指在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和企业培训中，按照系统论的
观点和绩效方法，恰当结合传统学习手段和在线学习手

段的学习方式［１］。目的是使学习更容易、更便利，从而实

现最好的学习效果。

在网络迅猛发展的当下，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越来越

多地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于是混合学习的模式被很多教育

家所提出。李克东教授认为“混合学习（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是人们对网络学习（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进行反思后，出现在教育
领域、尤其是教育技术领域较为流行的一个术语，其主要

思想是面对面（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教学和在线（Ｏｎｌｉｎｅ）学习
两种学习模式的整合，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一种

教学方式。”［２］可见，混合学习的一半基础是在网络上自主

学习，这也使得网络资源的利用率上升了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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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现状调查及分析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的４所高校，分别是浙江理工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杭州
师范大学、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２．１　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发现（见图１），对于混合学习模式，大部分

同学比较能适应，但是熟练运用者其实寥寥，他们只是了

解却没有经常性地、规律性地应用，这说明混合学习模式

在大学生群体中并未普及。

图１

图２
而７９％的大学生一周用于网络学习的上网次数７次

以下，还未达到平均每天一次的水平，与国外相比，差别

非常之大（见图２）。这与长期的学习习惯也有关系，据
闻，国外高校学生带笔记本上课，在上课过程中接触到不

了解的信息，可以及时借助网络搜索到自己需要的资料，

这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合理使用网络资源的学习方式，也

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种方式。

２．１．１　自我管理情况
在网络自主学习中，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学习并不会去

做一个切合自身需求的规划，只有４．３％的同学会去在学
习之前考虑规划的问题。而在学习过程中，即使有了相应

的规划，最终的任务完成度也是参差不齐的（见图３）。

图３

２．１．２　网络信息获取情况
网络资源非常丰富，几乎所有我们需要的信息都能

从网上获得，但是网络信息量庞大且杂乱。因此，如何找

到值得保存和下载的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调查

显示，大部分学生每次只能在网上找到５０％ ～６０％的信
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上网搜索的时候

受网络信息量庞大、杂乱的影响，不易找到自己所需；二

是学生受其他因素影响，如网络游戏的诱惑等，容易分散

精力；三是学生易被相似信息混淆，无法轻易辨别哪些是

自己真实需要的信息。

我们在进行网络自主学习时，选择信息是非常关键

的一步，如果这一环节没有很好地完成，后续的学习将很

难继续下去。因此，培养自己搜索信息的能力也是有大

有必要。

２．１．３　学习状态与心理
在网络自主学习过程中，仅有３．２％会针对不同学习

内容选择不同的网络学习方式和技巧，这一状态确实不

容乐观。如果时间过久后还未达到自己的预期任务时，

仅有７％的学生表示不会泄气；而在出现泄气的情况下，
仅有９．６％的学生能进行情绪自我调节并保持良好心态
继续学习 （见图４）。

图４

数据表明：当下学生的自主学习状态不是十分良好，

学习状态与心理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

素，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心态

才能让网络自主学习事半功倍。

２．２　自我评价情况
网络自主学习结束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

就是对自己的学习作出客观的总体评价，并根据自身实

际的学习状况对以后的学习作出相应调整。调查中有

３２．８％的学生是有自我评价与反思调整的，而且其中
４３％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色，自我评价是他们的必
备环节。若是缺少了这一评价环节，忽略自身实际的学

习状态而只是一味一成不变地进行网络学习，那进步是

非常缓慢的，甚至有可能没有进步，因此自我评价与调整

也是需要提高的一个方面。

２．３　学校性质对网络自主学习的影响
本次调查在下沙范围内选取了４所高校，浙江理工

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则是偏经济管理

类的大学，而杭州师范大学是一所师范类大学，最后的浙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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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则是一所专科大学。对网络自主学

习这一话题，４所学校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
在４所高校中，网络自主学习总体情况略为乐观的

是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不管是对网络学习的适应程

度还是自主学习过程中的状态与心理调整，水利水电专

科学校的调查结果稍稍令人满意。而另３所大学略有差
异（见图５）。

图５

３　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性策略
由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来看，网络自主学习在大学生

群体中并未发挥出它应有的效果。学生都有意识到网络

自主学习的便捷性与实用性，只是网络自主学习的能力

还有待提高。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如何提高大学

生网络自主学习能力，构建完善的网络自主学习体系。

３．１　推广网络教学平台
在调查中，很多大学生反映没有良好的网络学习氛

围，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在线学习、相互交流的网络教学平

台，利用此平台获取丰富的网络媒体学习资源。这种网

络平台在很多大学其实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理工大学的

教务处网站中有４Ａ网络教学平台，本校学生凭学号即可
进入学习。

这样的平台应该是一个功能完备、资源丰富、使用方

便、操作简单的网络教学平台。利用该平台，教师能为学

习者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指导媒体，学习者能在平台上

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教师和学习者以及学习

者之间能实现多边互动、协作学习。这种网络教学平台

有利于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信息体系，而且可以针

对专业性较强的信息做一个梳理，开设相关专业的学习

平台。推广网络教学平台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网络自主学

习的自觉性与规律性。

３．２　加强学习者的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是自主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执行学习方

案、达到学习目标的关键。要实现自我管理，学习者必须

强化自我约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网络环境下自我

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端正学习态度。态

度是做任何事情的前提，一个人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决

定了后续事情的完成度与完美度。在网络自主学习中，

学生首先要丢弃传统教学中被动接受知识的观念，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改变对传统教师的依附性。端正了

学习态度，才有可能在网络自主学习中坚持下来，从而使

网络自主学习达到预期效果。二是制定学习计划。学习

计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学习情况的一个具体安排，它有利

于学习者把握自己的学习时间及进度，排除学习中的盲

目性，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学习计划可

详可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随时调整。三是控

制学习行为。这其中包括合理、科学、有效地安排时间，

克服惰性和疲劳，摒弃诱惑和畏惧；同时要坚持计划，保

持持久而稳定的学习动力，不能把学习当成一时兴趣而

应该是一种自觉行动。另外，始终保持一种健康、快乐的

学习心态始终和积极向上的学习激情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是调整心理状态。在学习过程中，碰壁是难免的事情。

在没有完成预期目标或是遇到瓶颈无法继续学习的时

候，并不需要气馁，可以求助同伴或老师，并及时进行情

绪自我调节，保持良好的心态继续学习。

３．３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评价能力
学习评价是指学习者根据一定标准对已经实施的学

习过程进行价值判断，它是自主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行为和效果进行评估的重要手

段。学习评价应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学习评价在网络自

主学习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第一，学习评

价是学习调控的前提，没有及时的学习评价，学习者就找

不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和问题，就发现不了学习过程的偏

差，也就不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来调整和纠正自己的学

习行为。第二，学习者通过自我学习评价可以全面、系统

地掌握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相关信息，明确自己得在哪

里，失在何处，明确自己成绩在哪里，缺点在何处［３］。

与传统学习评价不同，自主学习评价更强调对学生

自主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进行评价。在

网络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学生自我评价反思，有利于学生

及时发现学习过程中的缺陷，能及时针对学习状态对学

习计划作出相应调整；而在学习结束后对学习过程的评

价，则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励学生进步，引发、提高

和维持学生学习欲望，有效地推动自主学习［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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