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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网络课程学生满意度因素研究 ①

刘洪久，胡彦蓉
（常熟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常熟２１５５００）

摘　要：网络课程评估中学生满意度是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和网络课程以及学生的绩效有关。学生满意度包括四个
类型：互动、网络自身效能和自我调节学习以及其它因素。互动包括学生－学生互动、学生－教师互动和学生 －内容互
动，是影响学生满意的关键因子；网络自身效能会影响学生网络课程学习的自信和偏好；自我调节学习的能力体现了学

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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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课程相比于传统的课堂教育，大多数研究发现
在学习效果方面没有显著的不同。然而，网络课程不同

于传统授课中学生－教师和学生 －内容的互动方式。在
网络课程学习环境中，没有适当的技术使用，互动将是非

常有限的。有限的互动反过来会降低学生的课程满意度

并且影响他们的绩效。

对比传统的学习环境，网络课程要求学生要自信地

进行与网络相关的活动，并且愿意和能够自我管理他们

的学习过程。不自信的学生使用网络时也许更少地参与

学习活动，并且有更少的机会与教师和同学互动，这样会

导致对在线学习不满意。而且，网络课程学习允许学习

者有更多自由参与学习的过程或者与他们的同学互

动［１］。因此，他们自我管理和监督学习的进程是关键的。

不能有效管理学习进程的学习者也许会经历不满意，这

会导致在网络课程期间学习期间更少的参与。

１　学生满意的重要性
一些研究考察了认知学习的结果（例如远程课程的

效度和学习效果），这些在远程学习中是共同的。但情感

因素如学生态度同样重要。１９９０年代末，Ｂｉｎｅｒ，Ｗｅｌｓｈ，
Ｂａｒｏｎｅ，Ｓｕｍｍｅｒｓ和 Ｄｅａｎ争论了态度的结构性影响。学
生满意度值得研究的原因在于学习效果的重要性。近

来，Ｐａｌｍｅｒ和Ｋｏｅｎｉｇ也呼吁在技术环境里强化情感变量
的研究。Ｃｈａｎｇ和Ｓｍｉｔｈ以及Ｌｅｖｉｔｚ指出满意的学生更可
能成功。满意反映了学生意识到学习经历的积极性，它

是课程、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示器。例如，学生满意度

和网络评估中的课程质量、学生出勤率和学生成功相关

联。高满意度会导致较低的辍学率、更高的持久性和对

课程更多的坚持。考虑到这些潜在的好处，学生满意应

该被研究以便增加未来学生的数量和招生。另外，学生

满意使得教育机构瞄准可以改进的区域，同时有利于网

络课程规划的发展更明确的针对学生。因此，有必要研

究网络课程学习中影响学生满意度的因素。

２　学生满意的因素分析
互动一致被认为是学生满意的预测器。另外网络自

我效能、自我管理学习和其他因素（如课程类别和课程）

会影响网络课程学习中学生的满意度。

２．１　互动
在各种形式的教育中互动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否包

含技术。传统上，互动意味着集中在教室指导和与学生

沟通。网络的属性和资源扩展了在线学习的能力。网络

课程的一个独特特征在于它具有支持互动群组进程的能

力。互动允许学生将预先存在的知识和新的信息连接起

来，并且通过分析或者互动产生新的意义。有效利用正

确的教学方法可以加强学生和教师间互动的过程或者网

络学习的内容。互动和在线学习的质量、在线协作学习、

在线学习的低成本和在线学习的有效性有关。

交易距离理论解释了互动的作用。从物体单独分离

的角度考察，Ｍｏｏｒｅ假定距离作为教学的一种现象，这包
括由教师，学生和组织采取程序克服地理距离的影响。

距离的概念首先由Ｄｅｗｅｙ提出，它考虑了环境、个体和行
为之间的互动。交易距离存在于任何教育活动中，包括

面对面的环境，也包括远距离环境。如果有一个学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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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师和一个沟通渠道，那么某些交易距离就存在了。

在远程教育中互动最著名的框架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学

习者－指导者互动、学习者 －学习者互动和学习者 －内
容互动，这同样适用于网络课程的研究。

除了Ｍｏｏｒｅ的模型，还有其他形式的在线学习互动被
提出，如学习者 －界面互动、学习者 －导师互动、学习者
－设计者互动、学习者－任务互动、学习者工具互动和代
理互动等。虽然互动有广泛的范围，但毫无疑问，正如

Ｍｏｏｒｅ描述的三种类型互动：学生 －学生、学生 －教师互
动是学习者－人之间的互动，而学生 －内容互动是学习
者－非人互动。

学生
"

教师互动指的是一种在课程指导者和学习者

之间的双向沟通。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指导、支

持、评估和鼓励。学生 －学生互动包括了在学习者之间
的双向沟通，可以有指导老师的存在或者没有。通过与

其他同学互动，学生们能够交换思想，并且彼此获得反

馈。通过同伴交往中使用同步或异步工具，学生的兴趣

能够被加强。参与同学的互动驱动使学生思考的更深

入，也更有成就感。

学生－内容互动指的是阐述和反映题材或课程内容
的单向过程。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交互启动了学习内部的

教导与沟通。通过内部对话，学生认知地阐述、组织和反

射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是他们通过整合以前的知识获

得的［２］。

虽然各种形式的互动一直被认为在网络课程学习环

境中是提高学生满意的重要因素，但仍有一些不同意见。

Ｓｈｅｒ提出学生－教师互动和学生 －学生互动对于学生满
足是显著贡献的。Ｙｕｋｓｅｌｔｕｒｋ和Ｙｉｌｄｉｒｉｍ指出学生和同学
间的互动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作用降低了。但 Ｔｕｒｋｅｙ的
研究表明，学生与指导教师的互动保持同样重要的程度。

一些研究指出学生－教师互动是网络课程满意的最好预
测因子。Ｂｏｌｌｉｇ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ｌｅ和Ｔｈｕｒｍｏｎｄ在一个网络护理
课程的研究中发现，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学生 －指导教
师间的互动是学生满意的最显著预测因子。同样地，Ｂｏｌ
ｉｇｅｒ和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ｌｅ在一个社区大学的多个在线教育技术课
程中发现，对于研究生而言，学生 －教师互动是影响学生
满意的最重要因素。Ｂａｔｔａｌｉｏ甚至描述学生－教师互动是
学生网络学习中唯一要求的互动。

相比于学生与指导教师的互动，其他网络课程学习

的研究指出，同学之间的互动是学生满意的更强预测因

素。例如，Ｊｕｎｇ等发现在协同互动中，本科生比其他两组
有更高的满意度。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在成年学习者中同样发现：
当提供互动课程时，学生之间的互动增强了网络课程学

习满意的体验。然而，学生之间被太多要求相互协同减

少了学生的满意。因此，这些互动维度是否在预测学生

满意中起到作用和在什么环境下起作用似乎仍然不够

清晰。

２．２　网络自身效能
在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中，谈到个人的信念、信心和

期望时，自身效能一直被认为会影响动机和学习效果。

具有多样化任务的自身效能一直被发现会影响学习效果

和教学绩效。网络自身效能指的是组织和执行于互联网

相关的、引出期望结果的活动能力的自我评价。随着在

线教育的发展，考虑互联网自身效能作为在线教育成功

的预测作用日益重要。

学生们在互联网的体验和能力方面是非常不同的。

缺乏自信，具有低的互联网自身效能的学习者也许更少

可能充分参与在线系统或者内容。反过来，这降低学生

继续互联网学习的意愿。除了互联网自身效能外，当把

自身效能和网络学习相联系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类型

的效能被研究者从多方面提出［３］。例如，学术自身效能

（学术学习的学生知觉）和计算机自身效能（一个人使用

计算机能力的判断）是在基于网络学习中相关的自身效

能结构。

以前的研究发现，网络的自身效能对学习者的动机、

学习进程和学习效果具有影响。例如，具有高网络自身

效能的学生更可能有好的学术绩效和信息搜索技能以及

对互联网学习环境展示积极的态度。在Ｔｓａｉ对研究生的
调查中，高网络自身效能被发现便于技能的开发。Ｌｉａｎｇ
和Ｔｓａｉ发现，具有高网络自身效能的学习者偏爱在线学
习环境，这种环境允许他们使用互联网探索问题，展示各

种问题的来源，通过学习活动阐述知识［４］。学习者执行

在线任务越轻松，他们使用互联网和协同在线活动的能

力越强。Ｌｉａｎｇ和Ｗｕ指出更高的互联网自身效能导致更
高的基于网络的学习动机。

积极的互联网态度和基于网络学习环境的偏好能够

通过互联网自身效能预测。在两项涉及社区学院和老人

中心成人学习者的研究中，互联网自身效能调解了互联

网使用和偏好间的关系，并且部分地调解了学习者知觉

学习和满意。关于互联网自身效能和基于网络学习满意

间的关系的直接研究仍然没有结论。例如，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Ｒｏ
ｂｌｅｓ考察了在线成人学习者满意的预测模型，在模型中网
络的自身效能不是显著的预测器，这类似于 Ｐｕｚｚｉｆｅｒｒｏ基
于文科学科在线学习者的研究。相反，网络自身效能被

发现和学生满意相关，并且包括教育学的在线学习者的

研究中学生满意是可预测的。由于基于网络学习的自身

效能重要性和网络自身效能情感结果研究的稀缺，网络

自身效能同互动一样，也是影响学生满意的一个重要

因素。

２．３　自我调节学习
自我调节学习被定义为学生在他们自我学习中元认

知上地、动机上地和行为上地积极参与的程度。元认知

进程指的是学习者设置计划、时间表或者目标的能力，目

的是为了监督或评估他们的学习进程。动机进程指的是

学习者的自我驱动和愿意对他们成功或失败负责任。在

传统教室学习中，自我调节学习一直被认为是学习成绩

中有影响的成分［５］。在网络学习环境中，自我调节的影

响在近来研究中一直被证实。与传统教室学习相比，在

线学习更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担当更多的责任和自

主权，尤其在异步学习环境中。网络课程学习的柔性，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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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性和学习者中心化要求学生使用更多的自我管理技

能。学习者过程中的自我管理技能越多，他们在网络学

习环境中就更可能成功。许多研究集中在自我管理对学

习成功的影响上，例如学习效果或绩效［６］。但是，极少的

研究集中在自我管理是如何与情感效果相联系的，例如

学生满意和态度。在自反射、自反应进程中，必有一个是

和自我满意相联系的，这种自我满意包括满意或不满意

的个体感知在学习或者他们对学习体验的反应。因此，

自我管理可以影响学生满意。例如，任务价值和自身效

能，是自我管理学习动机结构的两个成分，它们积极预测

了美国海军在线课程的学生满意度。在Ｐｕｚｚｉｆｅｒｒｏ对社区
学院学生就读文科在线课程的研究中，排演、阐述、元认

知、自我管理、时间管理和学习环境被确定与满意的水平

显著的正相关。Ｐｅｒｔｅｒｓｏｎ调查了从各种科目到恢复学分
参加在线课程的高中学生，发现自我管理属性显著地预

测了未来参加网络课程的意愿。似乎更多的研究需要去

验证自我管理学习和满意的关系。

自我管理技能可以在网络课程开始时或通过在课程

中植入技能开放支持去教授。自我管理的元认知策略一

直是相关研究的焦点，因为元认知过程被认为是自我管

理的中心。例如，元认知自我管理要求学习者适应他们

的认知策略到任务要求。Ｓｏｎｇ和Ｈｉｌｌ指出元认知技能的
使用对具有柔性结构网络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者是有

益的。

２．４　其它因素
课程类别（即本科生对研究生）和学科领域（即学习

范围）可以间接或直接影响网络教育环境的满意。文献

反映了课程目录和满意关联的不同结论。Ｂｅｑｉｒｉ和 Ｐｒｉｃｅ
发现在远程学习者中，教育水平和学生满意相关。Ｐｒｉｃｅ
的研究包括教学电视、录像带和录音带的使用。Ｂｅｑｉｒｉ等
发现研究生比本科生具有更多的满意。相反地，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发现，在网络成人学习者的研究中，教育水平不是满意的

一个显著预测器。教育水平可以是满意的影响因素［７］。

在网络学习课程中，学科范围对满意直接或间接影

响的研究是有限的。在线课程注册的商科学生的满意度

没有因专业而不同，这包括了科目领域作为一项荟萃分

析的调节变量；并且发现在远程教育和传统教室课程中，

学科领域影响学生满意。以前的研究识别了和学生满意

的因素。但是，仍有少数研究检查了学术水平或学科领

域如何影响满意。

３　结论和展望
本文讨论网络课程学习中影响学生满意度的四大因

素，包括了互动、网络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因素，当然也

包括课程类别和学科领域等其它因素。虽然许多研究指

出互动是网络课程学习环境满意的关键预测因子，但是

以往的研究没有说明三种互动哪一种互动最好地预测了

学生的满意。有限的研究调查了网络自身效能和满意的

关系，其中一些研究揭示了网络效能和满意间的显著正

相关。过去的研究也证实了自我管理学习和在线学习满

意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样地，两个额外变量─课程
种类和学科领域也是学生满意度的影响因子，这个因子

常被充当潜在满意的缓冲变量。因此，学校在开展网络

课程时，包括教师在设计网络课程过程中，要非常重视各

个环节互动、网络自我效能、自我调节和其它的影响学生

满意因素的设计，这样会增加学生网络课程的满意度，从

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能。当然，关于每个预测因子和网

络课程中满意的单独观点很多，需要做更多的综合性的

定量研究，要组合这些预测因子对学生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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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ｌｉｎ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ｏｎｌｉｎ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
ｅｔｙ，２００８，１１（４）：５１－６５．

［３］ＨｏｄｇｅｓＣＢ，ＫｉｍＣ．Ｅｍａｉｌ，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ｅｆ
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ｃｏｕｒｓｅ［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４３
（２）：２０７－２２３．

［４］ＳｈｅａＰ，Ｂｉｄｊｅｒａｎｏ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５５）：１７２１－１７３１．

［５］董宏建，金　慧，秦彩霞，等．网络课程中协作学习环
境的设计框架研究［Ｊ］．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５）：４３
－４７．

［６］郑丽君．美国网络课程评价的理论与实践［Ｊ］．教育
评论，２０１２（３）：１５９－１６１．

［７］Ａｌｉ，Ａｈｍａｄ．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ｌｌａｍａ
ＩｑｂａｌＯｐ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２）：１１８－１３４．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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