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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康复治疗学本科生网络协作学习的影响因素研究*

马素慧1 齐丽娜1 许丽雅1 窦 娜1 李 丹1

摘要

目的：探讨同伴交互式网络协作学习的相关因素，提高学生高效参与协作学习和知识建构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沟通

能力、合作能力和创新精神。

方法：以SPOC在线课程平台中的《神经康复学》课程为例，对康复治疗学专业203名本科生进行质性研究，构建影

响学生网络协作学习的自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大学生网络协作学习问卷进行量性调查。

结果：作业类型进入回归方程；在网络协作学习各维度中，合作方式、学习方式、作业类型是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作业类型是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合作方式、学习方式、作业类型是学习共同体的影响因素，作业类型是学习活动的

影响因素，学习方式和作业类型是学习资源的影响因素，合作方式、学习方式、作业类型是学生在线协作学习的影响

因素。

结论：作业类型影响本科生的交互式网络协作学习，教师在混合式学习中应设置适合协作学习的作业形式，创设自

由开放的教学环境，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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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具备宽厚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实

践技能，还要通过网络协作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能力，然而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各种学习活动还比较薄弱[1]，

需要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创设不同的学习活动，促进学生互动

和参与，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通过同伴互

动和师生活动提高创新能力和思辨能力，随着大型开放式网络

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的出现，学生不断

从网络学习中获得自己的学习信息，然而，康复治疗学专业的

精品在线资源较少，因此，本研究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毕业

要求，构建了《神经康复学》课程平台，网络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不仅给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带了改革和创新，也给学习者的学

习模式和方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2]，其中线上线下交互式协作

学习成为重要的学习活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探索影

响学生网络协作学习的影响因素，以利提高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愿意参与调研的华北理工大学 2015级、2016级康

复治疗学专业学生 203名，其中 2015级学生 100名，2016级

103 名；男生 42 名，女生 161 名；年龄 20—24 岁，平均年龄

（21.8±0.9）岁。于课程结束后2周对两届学生分别进行访谈

法和量表法调查。

1.2 课程选择及协作学习实施方法

利用自建《神经康复学》课程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学习模式，构建以功能为导向的课程单元，共14个课程

单元，课前对两届学生按照6—8人1组进行分组，还可以跨组参

与学习，协作学习形式包括网络案例式、项目式、问题式、导向式

等协作学习模式，上述任务根据内容和难易程度于1周或2周前

在网络课程平台发布，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后在规定时间提

交课程平台，教师网上批阅、点评和答疑。

1.3 学生协作学习影响因素的产生及调查方法

1.3.1 访谈法：对两届学生按照学号进行排序，将学号中尾

号为1、6、9的学生抽出，共抽取了72人，72名学生从大小一

致的 72个纸团中抽签，抽到纸团背面有字的学生作为访谈

对象，其中15级11名，男生4名，女生7名，16级12名，男生5

名，女生7名，对23名学生进行面对面开放式访谈，整理访谈

记录和录音，对网络学习具有影响的共性因素有：性别

（54.3%的学生认为男生比女生更愿意协作，45.7%的学生认

为女生在合作学习方面比男生好）、最喜欢的合作方式

（56.2%的学生认为学习成绩一般和较差的学生更乐意向他

人请教，43.8%的学生认为学习好的学生更愿意进行知识分

享，协作较好）、互动方式（67.7%的学生认为在线互动对网络

学习有帮助，32.3%的学生认为面对面互动讨论更深刻，便于

协作学习）、性格类型（54.1%的学生认为女生协作较好，尤其

是在小组作业中表现突出）、学习方式（76.2%的学生认为混

合式学习有助于网络协作学习）、最喜欢的作业类型（31.2%喜

欢案例分析，11.2%的学生喜欢项目式综合性设计性试验，

57.6%的学生喜欢问题式为非标准答案作业）、答疑方式

（27.6%的学生认为教学平台答疑利于协作学习，9.1%的学生

认为面对面答疑有利于协作学习，63.4%的学生认为微信、QQ

最有帮助）。

1.3.2 量化调查法：为进一步求证影响学生协作学习的因

素，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两届学生 207人进行调查，收回

有效问卷 203份；采用祁林亭[3]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协作学习

问卷进行量化调查，该问卷共35个条目，7个维度，分别为自

我效能感、学习动机、负面心理、学习领导、学习共同体、学习

活动和学习资源，各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均>0.7（0.72—

0.86），具有良好的信度。问卷采用5分制评分，从1—5分别

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和非常同意。得分越

高，大学生网络协作学习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将调研数据录入 Excel 数据库，使用 SPSS 22.0 进行正

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对不满足上述条件的数据采用非

参数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曲线估计回归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在线协作学习的单因素分析

成绩较好组学生在网络协作学习及其自我效能感、学习共

同体等方面的一般水平好于成绩一般和成绩较差组学生组

（P＜0.05）；喜欢混合式学习的学生组在网络协作学习及其自我

效能感、学习领导、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学习资源好于面授学

生组（P＜0.05）；案例分析组学生在网络协作学习及其自我效能

感、学习动机、学习领导、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学习资源好于

基于项目组和基于问题式非标准答案式作业组（P＜0.05）。见

表1。

2.2 网络协作学习的多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求证网络协作学习影响因素的可靠性，为教

师教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依据，以单因素分析中有显著性意

义的变量（合作方式、学习方式、作业类型）作为自变量，以网

络协作学习总分及各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曲线估计回归分

析，作业类型进入回归方程。在各维度中，合作方式、学习方

式、作业类型是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作业类型是学习动

机的影响因素；合作方式、学习方式、作业类型是学习共同体

的影响因素，作业类型是学习活动的影响因素，学习方式和

作业类型是学习资源的影响因素。见表2。

3 讨论

3.1 混合式学习模式下在线协作学习的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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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式中，成绩较好的学生在网络协作学习中间位置

学生取值高于学习成绩一般和成绩较差的学生，其维度中自

我效能感和学习共同体也高于学习成绩一般和成绩较差的

学生（表1）。成绩较好的学生更乐于接受高难度的挑战，成

绩一般和较差的学生也愿意向学习较好的学生请教，从这个

过程中成绩较好的学生的诸多观点被认可，赢得了同伴的信

任，信任是协作的先决条件[4]，信任促进了成绩较好的学生更

乐于知识分享和相互协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培养学

生努力学习的毅力及交流合作和寻求帮助的能力，提高学生

各项学习的成绩[5]。同时，学习较好的学生在混合式学习环

境下投入的精力较多，对信息的获取、处理能力也会越来越

强[6]，信息素养也会越来越高，高信息素养的人学习目的更明

确，信息素养能力越高，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越强[7—8]，在协

作学习过程中就会起到带动和引领作用，学生自我效能感也

会提高。自我效能感是对自身能力的积极期望和认可，学习

中成功的经验是自我效能感最重要的来源，不断的成功会坚

定学生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感高的学生更容易完成学习任

务，并在同伴的信任和认可中提高讨论交流的积极性，促进

共同体互动，互动交流有助于学生更有效的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方式方面，喜欢混合式学习的学生在网络协作及其

自我效能感、学习领导、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和学习资源一

般水平好于面授的学生。《神经康复学》课程平台上设置了以

功能障碍为导向的课程单元，课程单元下有多个微视频和微

课，其重现力强，不受时间、地点等影响[9]，使学生的协作学习

更为直观，非常有助于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遇到难以理解

的内容通过重放反复学习，不断反思，不断使学生在网络虚

拟空间中进行异时异地交流互动，当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更加关注网络协作学习的学习环境，不受其他干扰顺利完成

学习任务，更有自信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教师也可通过课

程平台、QQ、微信等信息化快捷方式进行个性化和共性化的

远程指导和课上交流，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的主

动性，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协作。

表1 影响学生网络协作学习的单因素分析 （n=203，中位数）

变量

性别
男
女
Z
P

合作方式
成绩较差

一般
成绩较好

χ2

P
学习方式

混合
面授

Z
P

性格类型
内向
外向

Z
P

互动方式
网络
面授

Z
P

作业类型
案例分析
基于项目
基于问题

χ2

P
答疑方式

教学平台
面对面
微信
χ2

P
注：两独立样本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个独立样本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

例数

42
161

74
95
34

147
56

103
100

131
72

22
67
114

73
24

106

网络协作学习
总分

87.5
85.0

-0.445
0.656

78.5
88.0
95.5
7.033
0.030

87.0
75.5

-2.700
0.007

84
86.5

-0.405
0.685

82.0
89.0

-0.529
0.596

131.5
69.0
92.0

38.426
0.000

91.0
81.0
84.5
2.423
0.298

自我效能感

11.5
12.0

-0.923
0.356

11.0
13.0
14.0
7.577
0.023

13.0
11.0

-2.767
0.006

12.0
12.0

-0.354
0.724

12.0
13.5

-0.721
0.471

18.0
10.0
13.5

22.135
0.000

12.0
11.5
12.0
5.601
0.061

学习动机

12.0
12.0

-0.459
0.646

11.0
12.0
13.5
4.840
0.089

12.0
11.0

-1.578
0.114

12.0
12.0

-0.431
0.667

12.0
12.0

-0.129
0.897

18.5
11.0
13.0

25.999
0.000

12.0
12.5
12.0
3.502
0.174

负面心理

10.0
12.0

-0.462
0.644

13.0
12.0
14.5
0.782
0.676

12.0
9.5

-0.741
0.459

11.0
13.0

-1.484
0.138

13.0
11.0

-0.434
0.664

11.5
10.0
13.0
3.298
0.192

10.0
16.0
13.0
2.439
0.295

学习领导

11.0
11.0

-1.361
0.173

11.0
12.0
13.0
4.175
0.124

12.0
10.0

-2.779
0.005

11.0
11.5

-0.612
0.540

11.0
12.0

-0.686
0.493

19.0
10.0
13.0

24.336
0.000

13.0
11.0
11.0

5.086
0.079

学习共同体

12.0
11.0

-0.077
0.939

10.0
12.0
15.0
6.371
0.041

12.0
10.0

-2.719
0.007

11.0
11.0

-0.645
0.519

11.0
12.0

-0.751
0.453

20.0
10.0
13.0

35.287
0.000

13.0
11.0
11.0

5.258
0.072

学习活动

11.0
10.0

-0.092
0.927

10.0
11.0
11.0

4.346
0.114

11.0
10.0

-2.817
0.005

11.0
10.0

-0.004
0.997

10.0
10.5

-0.416
0.678

20.5
10.0
12.0

34.606
0.000

10.0
10.5
10.0
2.702
0.259

学习资源

11.0
11.0

-1.072
0.284

10.0
11.0
14.5
3.444
0.179

12.0
10.0

-2.480
0.013

11.0
11.0

-0.556
0.578

11.0
11.5

-0.523
0.601

19.0
10.0
13.0

30.022
0.000

12.0
10.5
10.5
5.100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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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类型上，神经康复学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案例分

析、非标准答案作业及以基于项目的学习为在线协作学习的

主要模式，三种作业模式均为问题导向性学习。本研究中案

例分析、非标准答案作业的学生在网络协作学习总分、自我

效能感、学习动机、学习领导、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和学习

资源评分均高于项目实验组；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案例，

通过疾病的临床特点、主要功能障碍、康复评价和康复治疗

等多个环节组织学生，使学生从抽象思维到具象思维，最终

找到理论与实践的接洽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愿意提出自己

的看法，也向他人学习，把自己的学习资源与他人分享，这种

协作学习行为加深了成员对群体的整体性和有用性的认知，

促使成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0]，通过互相之间的讨论、质疑、

批判、共识使协作学习不断升华。基于问题的非标准答案作

业没有确定的答案，教师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而设立，学生在教师的不断引导下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分析总结和归纳，不断进行线上线下讨论，讨论的结果通

过思维碰撞、思维瓦解、思维升华等环节最后在教学平台共

享，最终实现复杂问题的解决和知识迁移。

3.2 混合式学习模式下网络协作学习的多种影响因素

表 2显示，作业类型对网络协作学习影响较大，除了影

响学生的网络协作学习，同时还影响其维度中的自我效能、

学习动机、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和学习资源。本研究中，神

经康复学课程平台设置了理论知识微课和实操微视频，使学

生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掌握知识内容。实验课程通过面授

学生很难一次性全部掌握技术要领，这时可以通过教学视频

回放、问题导学、案例等多个教学环节认真学习每一个技术

要点。再加上在线随堂测试、课后在线考试等方式，全面调

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网络协作学习参与度。

合作方式、学习方式、作业类型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智能手机促进了学生的互动和资源共享，借助学习平台

和多种社交工具随时随地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交互方式较

为灵活[8]，提高了学习兴趣，但缺乏情感交流；而面对面互动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容易造成话语权不均衡[11]，会削弱

部分学生的学习参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合理设置线上

线下协作学习的作业比例和学习任务，充分发挥在线协作学

习灵活性、直观性、便捷性等优点，也要适时组织学生进行面

对面交流，通过同伴交互不但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学习效

果，还能促进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发展[12]。自我效能

感是对自身能力的积极期望和认可，学习中成功的经验是自

我效能感最重要的来源，不断的成功会坚定学生的自我认

同，自我认同感高的学生更容易完成较高难度的学习任务，

学习积极性高，成就动机也高[13]；明确的学习动机使学生有

自信在网络协作学习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顺利完成学习

任务、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14]。作业类型决定学习方式，对

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影响，学习动机是指学生认识网络协作

学习的益处如提升自己的能力、交到朋友、团队协作完成目

标等[15]，学生面对学习任务采用移动式学习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这种利用信息移动技术随时随地讨论互动的过程对学生

协作学习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学习共同体强调人与人之间

的紧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及其个体的归属感[16]，学生在

案例解析和非标准化的作业中，面对不确定的答案可以促进

共同体的互动交流，有助于更有效的完成任务，在这类作业

中，学生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学习诉求，需

要教师指点迷津，教师通过教学平台中给出的答案和解析有

助于学习共同体的互动，并且教师的认可和同伴的信任均可

提高学生讨论交流的积极性和参与讨论的热情，促进共同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师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因此，

教师应该积极创设网络学习环境，多采用案例式、项目式和

问题式教学等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作业，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主动参与，使学生能更高效的参与到协作学习的知识建

构中，提高创新能力。

表2 网络协作学习曲线估计回归分析

因变量及
预测变量

协作学习总分

常数

作业类型

自我效能感

常数

合作方式

常数

学习方式

常数

作业类型

学习动机

常数

作业类型

学习共同体

常数

合作方式

常数

学习方式

常数

作业类型

学习活动

常数

作业类型

学习资源

常数

学习方式

常数

作业类型

B

3.332

-0.773

85.662

14.201

96.299

-17.837

114.748

-23.750

17.178

-3.720

12.284

2.078

13.595

-3.239

17.145

-4.133

17.553

-4.460

13.585

-3.291

17.317

-4.737

SE

0.330

0.343

3.713

5.682

2.745

7.541

7.998

8.313

1.341

1.393

0.660

1.010

0.458

1.333

1.416

1.472

1.361

1.415

0.540

1.484

1.570

1.632

β

-0.157

0.174

-0.165

-0.198

-0.185

0.144

-0.169

-0.194

-0.225

-0.155

-0.201

t

-2.253

2.499

-2.370

-2.857

-2.267

2.057

-2.429

-2.808

-3.280

-2.219

-2.903

P

0.025

0.013

0.019

0.005

0.008

0.041

0.016

0.005

0.001

0.02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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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类型还可影响网络协作学习中的学习活动和学习

资源，在案例式教学和问题导向教学中，神经康复学以识记

和理解作为低阶知识点，把康复治疗处方的设计作为高阶知

识点，学生通过学习活动使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有机结

合，在设置以案例或项目作业为学习活动时，形式尽量做到

多样性，但要保证即适当又恰当，使学生愿意参与其中，激发

活动兴趣。学习资源是学生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快速解

决问题的途径，案例式作业、问题导向作业、基于项目的作业

为学生进行无线思考提供了可能，学生面对自己学习中的困

难时，会不断寻求线上协作学习和线下合作交流，其深度和

广度可根据个体的学习能力自由选择，并通过网络获取面对

面学习中无法接触到的学科领军人物，从而提高协作学习参

与的积极性。教师在学生协作学习中，应该有的放矢地提供

教学资源，利用网络教学的优势，不断研究适合时代特点的

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从而提升整体

教学水平[17]。

负性心理主要表现为不愿提出自己的看法，怕被人认为

“无知”，不愿分享给同伴或有一定的自卑心理，有研究提示，

负面心理对学习效果有负向影响，尤其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3]。本研究中所选变量均与与负性心理无关，其可能原因

为教师在教学平台中设置了所有知识点的微课，并进行了案

例式、研讨式、项目式的导学和线上线下作业，教师通过教学

的论坛及时答疑和正面引导，促进学生进行知识分享和讨论

有关，也可能是部分学生没有真正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对

于负性心理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这种不愿分享、自卑、害羞

的心理有可能影响部分学生的学习参与和团队合作，进而影

响教学效果和个人成功，对于这一点还应该在今后的教学中

进一步证实。

4 结论

本研究以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的《神经康复学》混合式

学习为例，采用自建SPOC课程平台组织了案例式、项目式、

问题式等多模式协作学习，这种多时空协作交流，共享资源

交互式学习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团

队合作能力，也对学生高效学习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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