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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在线课程学习的问卷调查分析

◎郝利娜 吴建香 陈萱 闫加艺
摘要：通过问卷星收集本校 732 名在校生在线课程学习的调查问卷，了解高职在校生对在线课程学习

的认知、态度、感受和评价。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提出建设高质量在线课程、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以及培养高职生在线课程学习的自律性和主动性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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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

展，特别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线课

程如雨后春笋般崛地而起，各门课程迅

速进入到线上教学模式，在线课程教学

成为当下高职教学的重要形式。课程教

学模式的急速转变，对高职在校生的学

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高职生对在线

课程学习的认知、态度、感受和评价如

何，后期如何更好地开展在线课程教学，

是本次调查的目的。

一、调查设计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药

学院在校生为调查对象。

（二）调查方法与实施

问卷调查法。自主设计调查问卷，再

将问卷导入问卷星网络平台，问卷内容包

括五方面：在线课程学习电子设备的使用、

在线课程学习的认知、学习态度、学习感

受和学习评价。问卷发放的时间段是学生

入学后的 9—11 月间，通过课题组成员在

学生中的宣传，动员大家自觉、积极参与

调查。调查结束后，问卷由大学生课题组

成员统一收集、整理和统计。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药学院在校生参与

调查 732 人，发放问卷 732 份，回收问卷

732 份，问卷回收率 100%。

（一）在线课程学习电子设备的使用

本次调查中，96.31% 的学生使用的在

线课程学习设备是手机；15.03% 的学生对

手机或电脑常用软件非常熟悉，52.87% 的

学生比较熟悉；77% 以上的学生每天使用

手机或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时间在 4小时以

上；56.56% 的学生使用电子设备主要用于

学习或交流，其余四成以上的学生使用电

子设备主要用于娱乐活动。

从调查结果看出：手机是我院在校生

在线学习的主要工具，占比达到了 96% 以

上；近 80% 的学生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

时间超过 4小时，如果按照每天十二小时

学习生活时间计算，绝大多数的学生每天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手机的陪伴中度

过。但是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电子设备

的使用中，有一半多的学生每天使用电子

设备主要是学习和交流，而还有将近一半

的学生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主要是用于游戏

或者电影、购物等娱乐活动，因此，特别

是大一新生，经过了高中高强度的学习阶

段，到了大学，对于缺乏学习自觉性的学

生，学习上突然没了压力，也没有了家长

的监管，学习上自我放松，时间上缺乏合

理安排。

（二）在线课程学习的认知

调查发现，56.69% 的学生认为，在线

课程学习有必要；而 41.67% 的学生对在

线课程学习持保留态度。对于线上线下教

学形式的倾向性方面，14.34% 的学生倾向

于线上教学，25.41% 的学生倾向于线下教

学，而 59.97% 的学生更倾向于线上线下

结合的教学。

从调查结果看出：对于线上教学，

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是有必要的，而另

外四成以上的学生要视情况而定，分析

可能是和线上课程教学资源的质量、教

学手段和教学活动相关，同时，这些因

素也影响到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调查也发现，虽然目前的在线课程资源

非常丰富，但是单一的线上教学，学生

的认可度不高，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深受学生喜爱。

（三）在线课程学习行为及主动性

调查发现，对于课内老师要求的线上

学习任务，92% 以上的学生能够做到按照

要求完成，但是在学习的主动性方面，只

有不到 16% 的学生可以做到有问题主动请

教老师。因此可以看出，高职生在线课程

学习方面，基本上都能按照教师的教学要

求按部就班完成学习任务，但是在线学习

过程中，遇到问题，只有少数学生能够找

老师解答，而大部分学生偶尔请教老师。

分析认为，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平台虽

有即时互动的功能，但是学生的参与度不

高，有可能是学生的疑问没有及时得到教

师的回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关

于线上视频资源的学习，有将近一半的学

生可以做到全程认真学习，还有一半多学

生有时可以做到。分析认为这可能和视频

拍摄质量、教学内容的吸引力、教学方式

等因素有关。还有可能和学生在线学习的

自律性和主动性相关，手机娱乐和游戏的

诱惑力远大于课程知识学习的诱惑力，因

此，不能够全程认真进行在线课程学习。

（四）在线课程学习的自我感受和

评价

调查发现，近 60% 的学生能够很好

适应线上学习，并且三成以上的学生认

为线上学习的效率挺好。71.86% 的学生

对线上教学持满意态度，27.6% 的学生认

为线上教学情况一般，还有提升的空间。

对于是否放弃在线学习的问题，42.62%

的学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线学习，53.83%

的学生偶尔想放弃，3.55% 的学生经常有

放弃想法。

从调查结果看出：在线上学习过程中，

还有三到五成的学生对于线上学习存在着

不太适应、效果不很满意以及曾有放弃的

想法，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有可能是线上

教学缺乏面对面学习的氛围、缺乏监管、

自觉性不够，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能够

及时得到反馈和解答，同时传统教学向线

上教学的转变过程中师生都需要有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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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有些线上课程教学资源及教学方式还

需要继续完善提高等。

在课程内容的呈现形式方面，关于

真人出镜、真人不出镜的视频、动画以及

图片等方面，68.85% 的学生对于动画等

素材的呈现方式最喜欢，其次 57.92% 的

学生选择的是真人出镜的视频，相对受欢

迎程度最低的是录屏的视频文件形式。在

影响学生完成在线课程学习的因素方面，

54.1% 的学生认为课程时长太长，没有耐

心学完，其次 42.9% 的学生认为课程难度

较高，跟不上课程节奏，这是影响学生在

线学习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三、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总结线上教学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线上教学资源素材单一、质量

参差不齐。线上教学资源，主要是视频

资源，有的课程资源是 PPT 录屏 ，或者

是教师自己用手机临时拍摄的视频资源，

有的甚至是没有经过筛选、网上下载的

其他相关资源，教学资源质量不高，随

意性大，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其次是教学资源类型单一，不够形象生

动和知识点结合不紧密，以及和课程学

习相关性不大，教学内容难度和学生现

有知识储备不匹配等。

二是线上教学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和互

动交流。线上教学平台实时监控学生的学

习情况，包括考勤、测试成绩、学习时长

以及学习活动的参与度等，但是这些考核

平台的反馈数据，要通过教师的关注和反

馈，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进行督促和提醒。

同时，线上教学缺乏师生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不能

够及时得到解答，久而久之，打击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三是部分学生线上学习缺乏主动性和

自律性。目前的线上学习平台，上新学习

资源和学习任务，平台都有实时提醒，但

是对于自律性差的学生，一打开手机就是

电影、游戏、购物等，对于线上课程学习，

一拖再拖，甚至视而不见，学习缺乏主动

性和自律性。

（二）建议

鉴于调查中存在的问题，教学中须提

高线上课程资源质量，运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并加强学习兴趣引导、督

促提醒，管教结合，从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一是建设高质量的线上精品课程。线

上课程建设的质量是影响学生学习的最主

要的因素，一门课程，可以通过课程教学

团队合作建课，发挥每个团队成员的优势，

打造与专业相结合、与人才培养相吻合的

特色课程。课程资源丰富、内容完整、讲

练结合，课程的跟进、更新和维护及时。

视频时长建议一般不超过 10 分钟，尽量

使用动画、图片等形象生动的素材，有真

人出镜效果较好，能够拉近师生关系，增

强亲切感。同时，线上课程要注重从学习

者的角度出发，注重学习者在线学习时的

心理感受。

二是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单一的线上教学或线下教学都不能深

受学生的喜爱，也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

果。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够

发挥各自所长、取长补短。同时，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够促进师生、生

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利于教学质量的进

一步提升。线上教学中，学习任务明确，

有安排有反馈，实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

并加以督促和引导。基于线上教学灵活学

习、反复学习的优势，开展分层次、个性

化的学习活动，适合不同个体的学习需求，

引导学生逐步适应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提高学习效率。

三是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律

性。在线课程学习中，学生使用的主要电

子设备是手机，手机方便了学习生活，同

时也方便了游戏娱乐。在使用手机的过程

中，教师可通过课程的趣味教学活动、创

新教学方法，引导和启发学生主动学习和

思考，帮助学生发现课程学习的乐趣和价

值，从而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也

可借助学生管理部门的力量，通过规范手

机使用的管理制度、开展学生合理使用手

机的各种教育活动，实施民主监督，引导

学生逐步对手机的使用从“他律”走向“自

律”，培养学生使用手机学习的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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