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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某高校研究生在线教学的实证研究,对研究生特征、教学质量问题、研究生感知问题,以及在线

教学问题的改进等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做出分析。结果显示,女研究生比男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高;博士研究生比硕士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高;在线教学质量、在线教学改进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均有显

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自我感知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均有负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对研

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为提升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应遵循研究生成长规律,树

立“生本”育人理念;提升教学互动魅力,丰富考核评价方式;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保障在线教学质量;制定激

励政策制度,重视情感与能力建设;增强学生主体意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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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线教学逐渐

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
新冠疫情期间,教育部相继印发了《关于2020年春

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

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

若干事项的通知》等,各高校采取“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方式,加快推动互联网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在线教学”由之前的“探索性”教改活动成为

“常态化”教学活动。疫情以来,研究生课程线上教

学已经成为常态化教学模式。

经历过两年的研究生在线课程教学活动及教学

质量评价,我们的在线课程教学存在一系列问题,如
教师教学准备不足,研究生在线学习状态不好,在线

学习效果较差[1]。在线学习环境、课程任务、有效互

动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些因素导致研究

生在线学习意愿降低[2]。同时群体性学习氛围的缺

失、研究生学习的孤独感,以及低自律性导致线上教

学难度大[3]。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提升在线

教学平台性能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效

率[4];或者设置课程回放与适量的课程作业有助于

研究生加深课程理解,提升课堂互动的深度[5]。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在线教学问题及改进

或多或少影响研究生使用意愿,但其与持续使用意

愿在影响因素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借鉴技



术接受模型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研究生在线教学

调研与评价,探究了在线教学问题及改进对研究生

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为提高研究生课程的在线教

学使用意愿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

二、研究基础与假设

(一)持续使用意愿模型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戴维斯根据期望理

论、自 我 效 能 理 论 的 成 果,提 出 TAM 模 型

(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该模型用以预测

行为主体对新型信息技术的接受、使用或拒绝的倾

向程度,可以较好地解释使用者接受新兴技术的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6]

法拉哈特发现,除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以

外,在线学习的研究生态度和社会影响也是影响研

究生网络学习意愿的重要因素。[7]Nelson和 Hawk
结合TAM和整合技术理论,探究了221名职前教

师关于技术有用的信念对其技术使用的影响。[8]吕
宛青与葛绪锋基于技术接受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整合

模型,探究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主
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等5个解释变量对高校研究

生混合式教学接受意愿的影响。[9]覃红霞等根据

TAM理论模型,研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外
部环境对不同学科在线教学满意度及持续使用意愿

的影响及其路径。[10]刘伟等将外部因素与个体因素

变量引入TAM理论中,建构师范生在线教学使用

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师范生接受和使用在线

教学的影响因素。[11]综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

研究了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教学质

量与研究生学习成效紧密相关,教师在使用在线教

学过程中,其教学质量问题将直接影响研究生使用

意愿。此外,有研究者认为,较好的互动方式和改进

措施等环境因素能够有效地增强持续使用意愿[12]。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

意愿主要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自我感知、外
部环境有关,因此研究生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产

生的问题,将直接影响研究生的使用意愿。那么研

究生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措施,会对在线

研究生教学使用意愿产生什么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

研究生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在线教

学的改进措施,采用TAM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将感

知有用性问题、感知易用性问题、自我感知问题、教

学质量问题、在线教学改进措施作为基本变量,以此

构建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研究模型。
(二)研究假设

1.在线教学质量问题与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教学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疫情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大学均开始采用在线课程

教学模式授课,在线教学因其能够突破时空界限,避
免疫情的传播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在线课程教学有

其明显的优势,如知识获取便利,回放功能高效,资
源使用均衡等。但广泛地在线教学的采用势必存在

着很多问题,比如在线教学政策支持不足,教学评价

能力不足,教师对新平台熟悉以及投入精力不足,研
究生对教学平台熟悉度及学习能力也可能不足等问

题。这些问题是否都能影响研究生的使用在线教学

的意愿,还需进一步开展研究。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在线教学质量问题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H1a:教师的教学态度和精力投入不足会对持

续使用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H1b:教育评价方式方法不适合网上教学也会

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H1c:研究生对教学平台和工具不熟练也会对

持续使用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2.感知体验问题与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感知体验是接触和学习线上课程时的感知,包
括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

生对线上教学的态度、看法和使用决策。新冠疫情

开启了高校线上教学之行,其学习成本低、学习时间

灵活且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优点使研究生总体感知

良好。然而,对于诸多高校而言,无论是网络技术条

件、教学平台功能的限制等硬件条件短板,还是直播

课堂效果、师生互动状态等软件条件局限,无论是对

新授课形态不甚熟悉的高校教师,还是对学习自控

力有限的高校研究生,无疑都对研究生感知体验提

出了挑战。探究感知体验问题对线上教学持续使用

意愿的影响,可以帮助研究生培养教学管理者探寻

进一步提升线上教学质量的方向。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感知有用性问题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存

在影响关系。

H2a:教师无法及时了解研究生知识掌握情况

会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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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b:网络交流不如线下交流直接也会对持续

使用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H3:感知易用性问题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存

在影响关系。

H3a:提供课程配套电子教学资源不足会对持

续使用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3.自我感知问题与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使用态度好坏是研究生是否愿意使用线上教学

的直接体现。根据某高校调查结果显示,有77.10%
的学生表示很好地接受“学校开展的在线教学”[13],
学生在网络前学习心理较轻松,学习兴趣更高,课堂

参与度明显增加。而有学者提出,大规模进行线上

教学使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控制力面临诸多挑战,
还引发了学生困惑、焦虑、沮丧甚至厌学、倦怠等系

列负面情绪,引发参与度不够、课堂秩序不好等问

题。[14]一般而言,研究生线上学习态度与使用意愿

同向而行,但两者之间具体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究。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自我感知问题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存在

影响关系。

H4a: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弱会对持续使用意

愿产生负向影响。

4.在线教学改进与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本研究旨在关注研究生接受在线教学的现状和

体验如何影响他们今后使用在线教学的意愿。国内

外不少研究发现,组织机构提供的政策与技术支持

能显著地影响个体的技术接受行为,同时教师教育

者改进教学方式等进行有效性教学,也会影响研究

生对在线教学方法的感知和认同,进而影响他们的

使用意愿[15]。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在线教学改进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存在

正向影响关系。

H5a:教师加大教学精力投入对持续使用意愿

产生正向影响;

H5b: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对持续使

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5c:引导研究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也对持续

使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5d:加大对线上教学的政策支持也对持续使

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总结和梳理,本研究构建研究模型如

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图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

(一)问卷设计及变量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技术接

受模型理论与研究生在线教学的实际特点,将在线

教学问题分为4个一级指标进行定义并修正题项,
分别为“教学质量问题”“感知有用性问题”“感知易

用性问题”“自我感知问题”。教学质量是在线教学

过程、教学条件和教学效果的综合反映;感知有用性

主要反映研究生对在线教学是否有效增强教学效果

的主观认知;感知易用性主要反映研究生对在线教

学是否使用便捷的主观认知;自我感知主要反映研

究生对线上教学自身胜任水平的自信程度。本研究

增加在线教学改进措施,以改善教学环境,在线教学

改进主要反映研究生对学校及教师改进当前在线教

学问题的认可程度。每个子维度均设计题项3-7
个,其中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分为5个等级(1=不

赞成,2=不太赞成,3=一般,4=赞成,5=非常赞

成),均为连续数值。
持续使用意愿是本研究的潜在因变量,主要反

映研究生是否愿意继续采用在线教学的态度,分为

5个等级(1=不接受,2=不太接受,3=一般,4=接

受,5=非常接受)。鉴于个体特征对于研究生在线

教学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设定了年级、性别等研究生

特征题项。此外,考虑到数据收集时,被调查者作答

的真实性会极大地影响本次研究结果,因此首先使

用SPSS软件计算各项测度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详细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数据结果显示除研究生

个体特征外,其它各测量题项的标准差均小于均值,
说明数据较为可靠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16]

(二)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问卷样本1536人,研究对象主要为理工科研究

生一年级学生。剔除无效问卷,共余1498份,有效

率为97.5%。其中男生927人(61.9%),女生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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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8.1%);硕士生1232人(82.2%),博士生266
人(17.8%)。调查样本的各项比例基本符合该校在

校研究生总体结构比例,因此,本次调查结果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表1 各测度指标与描述性统计表

指标 题项 代码 均值 标准差

在线教学质量

学校对线上教学的政策支持 TQ1 2.76 1.152

教师对教学的态度及精力投入 TQ2 2.64 1.155

教育评价方式方法不适合网上教学 TQ3 2.94 1.157

研究生对教学平台和工具的熟练 TQ4 2.69 1.135

教师对教学平台和工具的熟练 TQ5 2.66 1.146

没有课程助教或数量不足 TQ6 2.68 1.152

教学策略及教学方法不适应线上教学 TQ7 2.91 1.168

感知有用性

教师无法第一时间反馈研究生关注的问题 PU1 3.09 1.144

教师无法及时了解研究生的学习状态 PU2 3.55 1.048

教师无法及时了解研究生知识掌握情况 PU3 3.34 1.079

网络交流不如线下交流直接,浪费时间 PU4 2.97 1.208

研究生过分依赖回放功能 PU5 2.91 1.194

感知易用性

提供课程配套电子教学资源不足 PEU1 3.21 1.092

网络速度及稳定性差 PEU2 3.45 1.073

教学平台功能不完善及稳定性差 PEU3 3.37 1.065

部分教学内容不适合线上教学 PEU4 3.56 1.05

自我感知

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弱 SA1 2.96 1.16

研究生未养成线上学习的良好习惯 SA2 2.95 1.184

研究生参与度不够 SA3 2.89 1.16

课堂教学秩序不好 SA4 2.73 1.195

在线教学改进

教师加大教学精力投入 TE1 3.98 0.826

改变教学策略及教学方法 TE2 4.02 0.809

加强线上教学的相关培训 TE3 3.83 0.889

提高研究生的课堂参与度 TE4 3.96 0.842

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TE5 4.06 0.807

引导研究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TE6 4.06 0.805

加大对线上教学的政策支持 TE7 4.02 0.823

持续使用意愿

继续采用线上教学 CI1 3.05 1.261

比传统线下学习效果好 CI2 3.08 1.13

对线上教学的总体满意度 CI3 3.9 0.859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CI4 3.51 1.151

  (三)因子分析及信效度检验

首先,本次研究中运用SPSS26.0软件对题项

进行可靠性分析,检验问卷的整体信度与各因子信

度,问卷的整体信度Cronbachs’α=0.918,表明问

卷数据整体信度非常好;通过SPSS检验的 KMO
值为0.932,旋转载荷累积百分比70.80%,说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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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效度非常好,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经权重分

析,去 除 权 重 值 较 小 的 TQ6、TQ7、PU5、PEU4、

SA4、CI3、CI4题,形成如表2所示的基础模型,通
过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测度项载荷

系数的绝对值均在0.7以上,AVE值和CR值也均

在指标范围内(AVE值>0.5和CR值>0.7),说明

各测量题项均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聚合效度高。

通过ANOVA检验所有回归模型方程的线性

显著性P=0.000,说明线性回归方程的存在有意

义。回归模型的调整R2 值均在0.20左右,说明因

变量有20%左右被自变量影响,经共线性诊断所有

VIF值均小于10,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表
明量表中的自变量能较好解释因变量,量表运算结

果准确可靠。
表2 测量基础模型的载荷、信度和效度分析

因子 变量 标准载荷 Cronbach’sα CR AVE

在线教学质量(TQ)

TQ1 0.851

TQ2 0.790

TQ3 0.757

TQ4 0.873

TQ5 0.882

0.918 0.918 0.692

感知有用性(PU)

PU1 0.870

PU2 0.670

PU3 0.924

PU4 0.742

0.874 0.881 0.653

感知易用性(PEU)

PEU1 0.708

PEU2 0.795

PEU3 0.926

0.848 0.854 0.664

自我感知(SA)

SA1 0.940

SA2 0.923

SA3 0.870

0.936 0.936 0.831

在线教学改进(TE)

TE1 0.740

TE2 0.764

TE3 0.776

TE4 0.876

TE5 0.922

TE6 0.923

TE7 0.846

0.943 0.943 0.703

持续使用意愿(CI)
CI1 0.780

CI2 0.800
0.765 0.769 0.624

  在判别效度上,主要通过各个因子的 AVE值

的平方根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如表3

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因子AVE值的平方根

均大于其相关系数,表明判别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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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判别效度分析

TQ PU PEU SA TE CI AVE

TQ 0.832 0.692

PU 0.531 0.808 0.653

PEU 0.623 0.359 0.815 0.664

SA 0.777 0.536 0.488 0.912 0.831

TE 0.124 0.147 0.232 0.188 0.838 0.703

CI -0.025 -0.262 0.005 -0.162 0.193 0.790 0.624

四、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拟合与评价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对模型假设进

行检验。模型的拟合度分析见表4,所有指标均在

标准范围内,说明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表4 结构模型拟合度分析

检验量 GFI RMSEA RMR CFI NFI TLI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0.9 <0.08 <0.05 >0.9 >0.9 >0.9

检验结果数据 0.912 0.063 0.049 0.954 0.947 0.945

模型适配判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二)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

通过结构方程 AMOS进行结构分析得出表5
的结构方程拟合结果。由表可知,除感知易用性问

题外,在线教学问题及改进中各因子对研究生持续

使用意愿具有影响的假说均被接受,且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
表5 结构方程拟合结果

假设 X→Y 标准化系数 S.E. Z P 检验结果

H1 在线教学质量→持续使用意愿 0.701 0.089 7.648 *** 支持

H2 感知有用性→持续使用意愿 -0.314 0.037 -8.183 *** 支持

H3 感知易用性→持续使用意愿 -0.076 0.066 -1.864 0.062 不支持

H4 自我感知→持续使用意愿 -0.627 0.075 -7.637 *** 支持

H5 在线教学改进→持续使用意愿 0.288 0.026 7.824 *** 支持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

  第一,在线教学质量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呈

正向影响,且显著水平最高,其路径系数为0.701。
这表明,教学质量问题是影响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线上教学已逐渐成为高

校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之一的今天,加强在线教学

质量管理,着力解决教学质量存在的各种问题,提高

在线教学质量,是各高校提升研究生在线教学使用

意愿的必要途径。
第二,感知易用性问题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

有影响的假设关系P 值大于0.05没有通过检验,
其并没有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一

般而言,人们对某一特定系统的感知易用性问题越

多,使用意愿就越弱。然而,与本科生不同的是,感
知易用性方面的问题并不能显著影响研究生的意

愿,可见,研究生作为从事研究的高级人才,对线上

教学环境与设备支持适应性较高。
第三,感知有用性、自我感知等方面的问题对研

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均有负向影响,且显著水平均较

高,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314、-0.627。数据表

明,研究生对感知有用性及自我感知问题认同程度

越高,其使用意愿的程度越低。对于高校研究生而

言,他们更加关注在线教学能够带来的实际效用,而
对参与在线教学的难易程度的关注较少。如果研究

生对教学带来的实际效果感知较为强烈,会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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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在线教学的积极态度,进而使得混合式教学接

受意愿得到增强。因此,高校应重点考虑以学生为

中心,提高学生的研究及实践的体验,让更多的研究

生感受到在线教学突出的实用价值,进而提高学生

对在线教学的接受意愿。
第四,教学改进对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呈正向

影响关系,其路径系数为0.288。虽然通过结构方

程检验,线上教学改进对研究生使用意愿的影响显

著水平相对较低,但仍为正向影响,由此可见,随着

管理部门和教师对研究生线上教学进行不断地改

进,其持续使用在线教学的意愿也会随之提高。因

此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在线教学环境至关重要,一
方面,教师应该激发研究生参与在线教学的自我效

能感;另一方面,学校层面应尽可能为有效开展线上

教学提供各种条件保障。
(三)影响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的关键指标

表6研究数据显示,性别、年级等个人特征均对

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一,
女研究生比男研究生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更

高。首先,在线学习环境中女学生不容易受外在环

境,如网络游戏等的影响,在线教学中学习投入度更

高,通过在线教学带来的效能感更高;其次,据有关

研究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倾向接受高频的课堂互动,
而在线教学具有高频交互的特点;再次,相对男生来

说,女生在在线学习体验方面更容易得到满足。第

二,与硕士研究生相比,博士研究生对在线教学持续

使用意愿更高。一方面,随着学习阶段的深入,研究

生学习动机和目标不断明确、自学能力不断增长以

及对在线学习方式熟悉程度的不断提升,使得年级

越高的研究生在线学习的利用率与收获率越高;另
一方面,博士研究生学习与生活比较忙,而线上教学

的优点在于能突破时空局限,随时随地可以上课,比
起传统课堂教学更加节约上课途中的时间。

由表6可知,教学问题的4个维度对在线教学

持续使用意愿有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教学质量

维度中,“教育评价方式方法不适合网上教学”对在

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最

大,说明应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
“教师对教学的态度及精力投入不够”“研究生对教

学平台和工具的熟练”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起

显著正向作用,有研究证明,在线教学平台不同程度

的不足与缺陷,令本科生群体感到不同程度的上课

倦怠。但在本研究中发现,与本科生不同的是,“网

络速度及稳定性差”“教学平台功能不完善及稳定性

差”等问题并不会显著影响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

用意愿。可以看出,研究生主观因素在教学平台及

工具操作方面起重要作用。
感知有用性维度中,“教师无法及时了解研究生

知识掌握情况”“网络交流不如线下交流直接”均对

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有着显著负向影响,且“网络

交流不如线下交流直接”显著水平较高。作为课堂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对师生互动的满意度

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直接相关,
但由于在线教学经验的缺失,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

与研究生进行良好的在线课堂互动,致使研究生在

线教学使用意愿降低。
感知易用性维度中,“提供课程配套电子教学资

源不足”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负向影响作用较

小。众所周知,课程资源是在线教学有效进行的基

础保障,课程资源不足等问题会导致在线教学顺利

进行缺少有力支撑,继而影响研究生在线教学使用

意愿。
自我感知维度中,“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弱”对

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负向作用。南希·奥

汉隆表示,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人认为在线学

习自由灵活,可以较快适应在线课堂学习,课堂参与

度较高。而对于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对主体意识缺

乏认知的研究生可能会发现在线教学并不能满足他

们的需求,不愿参与在线课堂学习,在线教学持续使

用意愿较低。
在教学改进维度上,“教师加大教学精力投入”

“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加大对线上教学的

政策支持”均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其中“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影响最

大,其次“加大对线上教学的政策支持”“教师加大教

学精力投入”。在线教学中,对于研究生来说,提高

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在线课堂中做到有规划、有动

力地学习和参与师生互动;教师对研究生在课堂中

提出的疑惑与问题给予及时帮助与反馈,则可以对

研究生产生激励作用,提高学习动机;对于高校而

言,提供物质与政策支持可以有效保障线上教学地

顺利开展,从而增强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然而,
“引导研究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对在线教学持续使

用意愿起显著的负向作用。根据数据调查显示,引
导本科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会提高在线教学使用意

愿,而研究生自主性与独立性更强,过多地引导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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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其产生不良情绪,降低使用意愿。
表6 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作为因变量的

回归分析(n=1498)

-
未标准化系数

B 标准错误
P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常量 1.82 0.238 0 - -

性别 0.178 0.062 0.004 0.954 1.048

年级 0.237 0.079 0.003 0.941 1.063

TQ2 0.219 0.044 0 0.333 3.007

TQ3 -0.267 0.044 0 0.339 2.951

TQ4 0.202 0.052 0 0.246 4.065

PU3 -0.114 0.053 0.031 0.267 3.743

PU4 -0.238 0.037 0 0.44 2.272

PEU1 0.087 0.04 0.028 0.457 2.188

SA1 -0.168 0.058 0.004 0.19 5.263

TE1 0.149 0.063 0.018 0.323 3.099

TE5 0.344 0.089 0 0.168 5.948

TE6 -0.222 0.09 0.014 0.166 6.016

TE7 0.271 0.066 0 0.29 3.453

R2 0.2

F F=15.312,P=0.000

D-W 1.99

五、研究启示

(一)遵循研究生成长规律,树立“生本”育人

理念

研究表明,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在性

别与年级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从性别来看,男性与

女性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在认知、行为、兴趣等方面存

在心理学上的差异;从年级来看,研究生教学并不因

课程内容充足与教师讲授清晰及富有逻辑性而使得

学习收获提高,相反过多地占用课堂时间,影响了研

究生其他学习和研究时间,反倒会对其整体发展产

生负向作用。鉴于此,高校教师应突破多年形成的

教学“心理场”,改变已养成的传统“教学方法记忆”
和“教学惯性”,[11]遵循研究生成长规律[17],树立

“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教师线上教学前应对学

情和教情进行充分调研,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有
针对性地将在线教学要点与学生需求匹配,实现学

习者特征、课程内容特征以及人的认知发展特征的

有机结合,适时进行个性化线上教学,以教为辅,以
学为主,充分发挥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二)提升教学互动魅力,丰富考核评价方式

研究表明,线上教学中师生互动与教学评价反

馈对研究生使用意愿的影响很大。由于教学环境、
传播媒介等因素的变化,在线课堂与传统课堂中师

生交流互动的方式也会产生变化。本次调查发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研究生表示网络交流不如线下交流

直接,同时调查学生表示,教师对课堂互动内容、方
式的组织与设计,以及教师个人教学风格魅力的展

现对课堂中师生有效互动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

研究生的考核评价缺乏过程性与系统性,研究生对

教师的评价难以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美国研究生

教育中对研究生考核方式多样化,课堂参与、平日作

业等在成绩中占很大比重;另外研究生对教师的评

价及时、具体并有针对性,能够更好地改进教学效

果。因此,高校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改进结果评

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探索多种教育评价方式,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

性、专业性、客观性。
(三)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保障在线教学质量

研究发现,课程资源的充足与否对研究生在线

教学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很大。课程资源是在线教学

的基础保障,其匹配度、适切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教

师在线教学效果。当前,大部分高校由于资源建设

不充足,如课程配套电子教学资源不足等方面的问

题,引发了教学凹陷,形成了教学短板,导致在线教

学使用意愿较低。因此,一方面,高校应积极组织专

家对研究生在线教学的资源规划与建设进行系统分

析与论证,从政策、资金、物资等方面落实课程资源

保障建设;另一方面,建立教师“在线教学共同体”机
制,通过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充分利用课程资源,
迭代改进教学资源。只有将“开源”与“节流”有机结

合,才能实现教学资源配置的最大价值,从而保障在

线教学质量。
(四)制定激励政策制度,重视情感与能力建设

教师教学投入是线上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有

研究证实,影响教师教学投入的因素,首要的是政策

制度,其次是教师的态度和教学能力。[18]首先,要制

定鼓励教师积极投入线上教学的政策。根据教学经

济学基本原理,教师进行线上教学需要投入大量的

时间、精力与情感,这些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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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劳动成本,而成本能否得到有效回收,从根本上影

响教师的持续性教学投入。因此,高校应在职称晋

升、奖励、薪金、人事等政策制度上,优先向线上教学

工作倾斜。其次,要重视教师责任心的培育与情感

教育。态度与情感是教师工作的动力机制,饱满的

情感和正确的态度有利于增强教师工作的动力和激

情。高校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专心教学、奉献教

学,在线上教学中体验成功的快乐。再次,要提高教

师的教学能力。高校要加强教师线上教学培训,开
展现代教学理论、技术及方法的学习,鼓励教师强化

在线课堂教学设计与组织,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五)增强学生主体意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根据研究结论,学生主体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方面的问题对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存在显

著影响。当前,我国研究生在线课堂仍以单向的、线
性的灌输型教学模式为主,以致学生主体意识、主体

性参与和发展退居其次甚至被忽视。自主学习是线

上教学的航向,渗透于线上教学过程的始终。[19]学
会自主学习是学生在信息化教学时代必须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也是学生主体意识增强的具体表现。
高校应提供完善的支持系统,如氛围、咨询、课程以

及交流平台等,通过开设教育心理课、学习心理课等

相关课程,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元认知能力,传授学生

自主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教师既应及时了解学生的自学进程与状态,为
学生创建线上教学与线下自学的接口,也应为学生

自主学习适度留白,帮助学生把握重点,让学生体验

主动探索的成就感。作为在线教学主体的学生,应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在线学习中,克服“被动

式”听课的学习惯性,适应线上教学要求,提升自身

信息化素养与计算机应用能力。

六、结语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线教学问题及改

进如何影响研究生持续使用意愿,对提升研究生在

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本研究也

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第一,研究对象仅为某一高

校,缺乏普遍性;第二,研究问题除了研究生、教师、
学校方面的内部问题外,还可能有外部问题影响研

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因此后续研究要关注

外部问题对研究生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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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ofOnlineTeachingProblemsandImprovement
on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UseItContinuously

LIWeiwei1a,XIAOMin1b,2,ZHANGYanning1b,NINGXin1b

(1.a.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b.GraduateSchool,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an710072,China;

2.Shaanxi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ResearchCenter,Xi’an71007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empiricalstudyofonlineteachingforpostgraduatesinauniversity,thispaperanalyzesthe
characteristicsofpostgraduates,theproblemsrelatingtoteachingquality,andtheperceptionproblemsofpostgraduate
students,andtheinfluenceofimprovementofonlineteachingon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continuetouseit.The
resultsshowthatfemalepostgraduatesaremorewillingtocontinueusingitthanmalepostgraduates,doctoralstudentsare
morewillingtocontinueusingitthanpostgraduates,theonlineteachingqualityandimprovementhaveasignificantpositive
impacton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continuetouseit,theproblemsexistinginperceivedusefulnessandself-
perceptionhaveanegativeimpactonthem,whileperceivedaccessibilityhasnosignificantimpactonthem.Inordertoenhance
thewillingnessofpostgraduatestocontinuouslyuseonlineteaching,theauthorssuggestthatweshouldobservethegrowthlaw
ofpostgraduates,establishaconceptof"student-based"education,improvetheattractivenessofteaching-learninginteraction,

andenrichtheevaluationmethods.Theauthorsalsosuggestthatweshouldenlargethecurriculumresources,improvethe
qualityofonlineteaching,formulateincentivepoliciesandsystems,andpaymoreattentiontoemotionalchangesandability
constructionofthepostgraduates,soastoenhancetheirsubjectconsciousnessandimprovetheirself-directedlearningability.
Keywords:onlineteaching;postgraduateeducation;continuoususe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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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tionandAnxiety:How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Affect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

ZHAOJinmin1,ZHOU Wenhui1,2,FUMengmeng1

(1.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IT,Beijing100081,China;

2.PeriodicalOffice,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existingresearcheson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 weightherelievingeffectofexternal
interventiontooheavy,butthefunctionofinternalpreventionandregulationmechanismoftheindividualsisneglected.Based
onthedataoftheChinesePostgraduateSatisfactionSurvey2022,thispaperexplorestheeffectandmechanismofacademic
interestandaspirationon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withthedegreeofsatisfactionasamediatingvariable
andtheacademicparticipationasamoderatingvariable.Thefindingsareasfollows:thepredictionofacademicinterestand
aspirationto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isnegative;thesatisfactionwithstudyplaysacompletemediatingrole
intheinfluenceof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on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andacademicparticipation
positivelyregulatesthedirectpathof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to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Onthis
account,thispapersuggeststhatinordertopreventthepsychologicalanxietyofdoctoralstudents,thetrainingunitsshould
improvetheevaluationsystemofdoctoralstudents,providecareerplanningforthemandguidethemtoadapttodiversifiedlife
interest,soastocreateagoodacademicenvironmentfortheimprovementofthesatisfactionofdoctoralstudentswiththeir
studyandenhancetheirenthusiasmtoparticipateinacademicactivities.Atthesametime,doctoralstudentsshouldweaken
theirindividualutilitarianorientationandseeklong-termdevelopmentoftheirownability.
Keywords:doctoralstudents;psychologicalanxiety;academicinterestandaspiration;satisfactionwithstudy;academic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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