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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某大学学生移动学习现状调查 ①

刘力文，李成金
（苏州大学 物理与光电、能源学部，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０）

摘　要：移动学习因其移动性、普适性和泛在性等特点，成为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
备受关注。以苏南某大学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移动学习理论和学生学习特点为基础编制问卷，对该校学生的移动学

习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促进移动学习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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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４年随着４Ｇ移动网络逐渐投入运营，移动学习

（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作为数字化学习的一种新形式，将会被更
多的学习者所接受。“移动学习是移动计算与数字化学

习的结合，它包括随时、随地的学习资源，强大的搜索能

力，丰富的交互性对有效学习的强烈支持和基于绩效的

评价。它是通过诸如掌上电脑、个人数字助理或移动电

话等信息设备所进行的数字化学习。”［１］目前，无线网络

已覆盖整个校园，而大学生对电子新技术和新产品充满

热情，他们拥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移动设备，是移动学习最

主要的用户。本文对苏南某大学在校学生的移动学习现

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并给出相关分析，同时对移动学习的

推广提出相关建议。

２　设计
２．１　调查方法

本文结合移动学习的相关理论和苏南某大学在校学

生的特点设计了移动学习现状调查问卷。利用问卷调查

法对该校学生的移动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

２．２　调查对象
选取苏南某大学部分在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包括

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其所学专业包括：商学类、语言

类、艺术类、教育类和自然科学类等。他们多为１８～２６岁
的年轻人，思维活跃、富有激情、勇于挑战、乐于接受新事

物。而移动学习设备在他们中间得到了普及，除了常见

的智能手机外，他们常用的电子设备还有 Ｐａｄ、ＰＳＰ等。
并通过这些设备连接互联网，与他人分享信息、合作交

流［２］。另外，该校普遍使用移动运营的３Ｇ网络（４Ｇ网络
也已经投入运营）、全校覆盖 ＷＩＦＩ，创造了移动学习的外
在环境，而且该校在移动学习的推广方面也采取了相应

的支持措施。

２．３　问卷设计
本调查的“苏南某大学学生移动学习现状调查”问卷

由５个部分组成，包括：基本信息、移动设备的使用情况、
移动学习行为、对待移动学习的态度和学生移动学习形

式。共２６题，其中２５题为封闭式题目（包括２道验证性
题目，用于判别问卷的有效性），１个开放性题目。

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对象，问卷均

由笔者在教学楼内随机发放，由学生填写后回收。共发

放问卷８０份，收回问卷７５份，问卷回收率９３．７５％，剔除
无效的作答问卷，共获得有效的问卷 ６５份，有效率为
８６６７％。调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
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频数分析。

３．１　学生移动设备使用情况
移动设备拥有情况。通过本次调查的结果可以看

出，１００％的学生已经拥有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而且
有１０．８％的学生在拥有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同时拥有平
板电脑。拥有ＭＰ３／４和电子词典的学生分别为３３．８％和
９．８％。

无线设备应用。此次调查发现，学生在利用移动设

备通过无线网络上网冲浪时：浏览网页的占８１．５％，看娱
乐视频等多媒体的占６７．７％，使用ＱＱ等聊天工具进行交
流、聊天的占９５．４％，而利用移动网络进行阅读和下载学
习资料的学生仅有２３．１％和２９．２％。
３．２　学生对待移动学习的态度
３．２．１　移动学习的了解程度

从此次调查中发现，有７．７％的学生对移动学习表示
完全不了解，有６４．６％的学生对移动学习表示陌生、只是
听说过，而对移动学习表示相对了解的有２１．５％，对移动
学习表示很了解的只有６．２％。有超过７０％的学生对移
动学习还不了解或者是了解不足，只是听说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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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移动学习的接受程度
在此次调查问卷中，笔者发现学生对移动学习表示

喜欢和比较喜欢的分别为３８．５％和４６．２％，而只有１５％
左右的学生表示不喜欢或不太喜欢移动学习这种学习

方式。

３．２．３　移动学习的自主性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能够利用移动设

备“自主”和“较为自主”的安排学习的比例均为１５．４％，
其总和不足总人数的一半。而“不太能自主”和“完全不

能自主”的学生所占百分比分别为５２．３％和１６．９％。通
过计算，学生移动学习自主性的均值为２．２９，低于中间值
２．５。可见学生进行移动学习时的自主性较差，需要有他
人对其移动学习行为加以监督。

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智能手机已经在大学生中普

及，利用手机等无线网络设备连接互联网已不是一件困

难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这更是习以为常［３］。在调查

中，笔者了解到部分学生已经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体验过

移动学习。正如上述数据显示有超过八成的学生表示喜

欢这种新型学习方式，而表示不喜欢移动学习的学生，更

多的是因为其不能在移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自我

管理，学习效率低，从而产生抵触情绪。

３．３　大学生移动学习行为
３．３．１　移动学习的时间点

经过调查发现，学生喜欢将移动学习作为非正式学

习的一种方式，多数情况下是在零散的时间、更为开放的

场合中进行。有５６％的学生喜欢在等车等人时进行移动
学习，３２．８％的学生喜欢在旅途中进行，而选择在教室等
固定场所的学生只有９．３％。还发现，７８．６％的学生在急
于交作业时会首选移动学习，而在时间相对充裕的情况

下学生更喜欢去图书馆查阅纸质资料。

３．３．２　移动学习的时间长度
从调查中笔者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学生更倾向于在

单个知识点的学习中选择移动学习。所以在单次移动学

习的时长上相对较短。１６．９％的学生单次学习时间小于
５分钟，４６．２％的学生单次学习时间在５～１０分钟之内，
在１０～１５分钟内的有２９．２％，而在２０分钟以上的只有
７．７％。
３．４　大学生移动学习形式
３．４．１　移动学习资源形式

学生喜欢的学习资源排前三的是视频类、文本类和

图片类，分别为８１．５％、５６．９％和４１．５％。而音频、小游
戏等学习资源并不受欢迎，所占比例均低于２０％。部分
学生表示小游戏会使其分心，而起不到学习的作用。

３．４．２　移动学习的目的
调查结果表明，认为移动学习适合于课后复习、相关

专业学习和师生交流的学生分别为 ２６．２％、４３．１％和
２１．５％，均未超过５０％。而认为移动学习适合于了解生
活百科的学生高达８３．１％，认为移动学习适合于外语类
学习和资格证考试的学生均为５５．４％。另外，学生在理
论学习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传统的集体授课方式，而且学

生也认为传统的集体授课方式更便于师生间的交流［４］。

相对于专业理论的学习，学生认为移动学习更适合于了

解生活百科、信息资讯等。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影响移动学习接受程度的因素

笔者通过此次调查希望找到对移动学习推广影响最

相关的因素。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此次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相
关因素分析，包括：性别、年级、学科类、学习环境、学习资

源以及了解程度等１４个影响因素［５］。其中对移动学习

的“接受程度”影响相关性最高的是“了解程度”，并且

“接受程度”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并不突出。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接受程度”和“了解
程度”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５１，Ｐ＝０．０４４＜０．０５，两者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

４．２　移动学习推广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该校学生智能手机的持有率很高，拥

有电子设备的种类多样。而且该高校是中国“２１１工程院
校”之一，在中国高校发展史上创造多项第一，其学生综

合素质普遍较高；该校地处长三角经济核心圈，其基础设

施完善，全校覆盖 ＷＩＦＩ、移动“４Ｇ”网络在该校也已经投
入运营。所以该高校具备推行移动学习的条件。针对于

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让学生深入地理解移动学

习，了解其移动学习是如何实现了个性化学习和随时随

地学习相结合，怎样借助手持式移动设备进行学习。并

让学生充分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来开展学习。二是为学

生提供更多优质的移动学习的资源。该校已经开始将教

师上课的内容录制成视频，并及时上传到学校网站供学

生观看。虽然教师上课视频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和逻辑

性，但往往知识量大、时间长，相对于移动学习而言并不

合适，建议其可对相应视屏做相应的编辑。例如将视频

按小节进行剪辑成若干１０分钟左右的短小视频，并标注
知识点的名称方便检索。三是提供相应学习策略。由于

学生在进行移动学习时缺乏自主性、自制力相对较弱，而

移动学习发生的场所更为开放、网络信息繁杂，故学生学

习效果相对较差。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学习策略，包括自

我调节策略和资源搜索策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从而让学生更愿意尝试这种新型学习方式，更有利于移

动学习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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