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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的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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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成人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研究不足的问题,以SPSS软件为工具,以“国家开放大学在线学习平台”为
数据来源,探索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行为特征之间呈强相关,但学

习行为特征与考试成绩之间呈弱相关,形成性考核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之间呈弱相关,但二者与综合成绩

均呈强相关。最后,进行了教学反思,并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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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

素质”。由此可见,办好继续教育已成为国家战略。
继续教育是广播电视大学的立校之本,经过四十年的

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已不再是依靠广播和电视进行教

学的大学。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崛起,在
线学习模式逐渐受到学习者的青睐。得益于信息存

储技术的进步,大量的在线学习行为数据得以保存。
如何通过在线学习行为数据,深入了解学习者的学习

情况、发现学习规律、指导教学过程以及实施个性化

教学,成为众多学者和远程教育实践者研究的热点

问题。

学习分析理论自2010年提出以来[1],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学习分析

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学习分析的对象是指教学相关

者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学习分析的重点

是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学习分析的目

标是发现学习规律、预测学习效果、评价学习过程、优
化教学效果。学习分析是对教与学的数据进行观察、
采集、处理、分析与可可视化的过程,以理解学习情

景,优化学习路径,促进教与学过程[2]。针对学习行

为分析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两大类:学习行为分析

方法与技术的研究和学习行为分析应用研究。
学习行为分析方法与技术研究。目前用于学习

行为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教育数据挖掘、统计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等[3]。学

者们应用这些分析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在线行为数

据进行分析,具体的参考文献有[4-6]。还有一些学

者采用聚类方法[7]、回归方法[8]和滞后序列分析法[9]

对学习行为数据进行研究。
学习行为分析应用研究。魏顺平等基于学习在

线平台,从辅导教师的视角出发,对学习行为进行了

研究[10];姜强等利用学习分析仪表盘法对学习行为

进行研究,并应用于自适应学习系统[11];还有一些学

者提出利用学习管理系统,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干预[12]。
通过对文献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在该领域

的研究及发展较早,且将学习行为分析应用于在线学

习平台。近年来,国内在学习行为分析方面的研究正

在逐年攀升,但研究主要是针对普通高校学生或者

MOOCs等在线学习平台的,而针对成人学习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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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学习网在线平台的研究甚少。本研究与已有研

究的区别在于:(1)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成人在线学习

者;(2)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在线

平台,更具有典型性;(3)本文所取得的研究结果,可
为解决成人学习者学习所面临的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和现实指导。立足于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平台,以其

后台学习行为数据为基础,应用SPSS软件,对成人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归纳其内在

规律,弥补成人学习分析领域的研究不足,以优化成

人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效果和改进平台的功能。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19年春季参加《离散数学》在线学习

的成人本科学习者为样本对象。针对成人学习者的

特点,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设计了《离散数学》网上教

学,通过设定模块安排、任务驱动、多元交互、立体评

价的教学设计安排教学活动,并安排了在线形成性考

核作业和线下考试,是一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课

程。参加考试的成人学习者共计389人,平台中有学

习行为的学习者共计323人,参加考试的成人学习者

共计389人,其中缺考和无试卷成绩的为83人。
三、研究结果

利用SPSS软件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研究

结果可为优化成人学习者在线学习、平台改进提供理

论依据。以下内容将分别从成人学习者成绩、形成性

考核成绩比例变化、在线学习行为以及学习行为数据

与成绩之间的关联度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成人学习者成绩分析

图1所示为试卷、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频数分

布示意图,进一步分析发现:(1)试卷成绩频数最高为

55,区间为[76,80]。同时,我们注意到,分数在[0,5]
之间的频数为15,试卷分数在5分及以下的人数多

达15个,占比5%。(2)形成性考核成绩在[91,100]
的频数为125,占比41%。在[71,100]区间内的频数

为253,占比83%。数据表明,占到80%以上的学生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平时作业,并取得70分以上的好

成绩。(3)综合成绩在60分及以上的人数达到236
人,及格率为60%,去除缺考及无试卷成绩的学习者

后,及格率为67%。亦即缺考和试卷成绩为0的人

数占比为6%左右。

图1 试卷、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频数示意图

表1 试卷、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一般特征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极大值 极小值

试卷成绩 62.81 20.71 89 0

形成性考核成绩 81.05 21.83 100 3

综合成绩 68.34 16.43 90 3

  表1为试卷、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的一般特

征。试卷、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的平均值分别为

62.81分、81.05分和68.34分,形成性考核成绩明显

要高于试卷成绩。说明学习者的平时作业完成度较

好,但是考试成绩,平均低于形成性考核成绩21.76
分。综合成绩介于试卷成绩和形成性考核成绩两者

之间,且综合成绩的偏差要低于试卷成绩和形成性考

核成绩的偏差。图2中,(a)、(b)和(c)分别为试卷、
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直方图、正态分布图,试卷成

绩分布相对均匀,主要集中在40分至80分之间,形
成性考核成绩分布不均匀,分值集中在60分至100
分之间,且在100达到峰值。综合成绩为前述二者按

权重3∶7的比例叠加得来。
(二)形成性考核成绩比例变化分析

目前《离散数学》课程的形成性考核成绩比例为

30%,即形成性考核成绩占3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合成后达到60分及以上为合格。在形成性考

核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没有变化的情形下,如果变动

形成性考核成绩所占比例,综合成绩合格的人数变化

如图3所示。从图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考虑

缺考和无试卷成绩的学习者后,通过率由未去除之前

的60%,增加至77%。当形成性考核比例由30%,
逐步增加至70%时,通过率由77%,增加到87%,增
加了10个百分点。若不去除缺考和无试卷成绩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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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则通过率由60%,增加至68%。由此可见,当
提高形成性考核比例时,通过率亦增加。

(a)、(b)和(c)分别表征试卷、形成性考核和综合成绩

图2 学习效果直方图、正态分布图

(三)成人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分析

剔除无在线行为数据的学习者,具有在线行为数

据的人数共计为323人。表2为课程行为天数、行为

总数和浏览数的平均值、标准偏差。课程行为天数的

均值为6.11,最少的为一天,最多的为94天。行为

总数均值为124.20,极小值为4次,极大值为624
次。浏览数均值为81.34,极小值为1次,极大值为

517次。

图3 不同形成性考核比例下的通过率示意图

表2 学习行为一般特征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课程行为天数 6.11 6.81

行为总数 124.20 73.03

浏览数 81.43 54.31

  (四)成人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与成绩之间的关

联度

对在线学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在线学

习行为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内在关系。利用SPSS软

件,对在线学习数据和成绩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出

以下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课程行为天数、行为

总数以及浏览数之间,呈现强相关。行为特征与试卷

成绩之间呈现弱相关。形成性考核成绩与试卷成绩

之间呈弱相关。形考成绩、试卷成绩与综合成绩之间

呈强相关,这是因为综合成绩是由二者按照一定的比

例合成得到的。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基于成人学习者行为数据和成绩数据,利用

SPSS软件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1)学习者

的形成性考核成绩总体上显著高于期末考试成绩;
(2)学习行为特征之间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但是与

考试成绩之间弱相关。形成性考核成绩和期末考试

成绩之间呈弱相关,但二者与综合成绩均呈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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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的相关分析

课程行为天数 行为总数 浏览数 试卷成绩 形考成绩 综合成绩

课程行为天数 0.433** 0.495** 0.069 0.152** 0.120*

行为总数 0.965** 0.170** 0.272** 0.257**

浏览数 0.159** 0.235** 0.233**

试卷成绩 0.116* 0.918**

形考成绩 0.500**

  **在置信度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在置信度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二)讨论

(1)若提高形成性考核的比例,将明显提高学习

者的通过率。成人学习者较普通高校的学习者不同,
成人学习者学习的主要目的更侧重于实际应用。同

时,成人学习者仍要兼顾学习与工作。因此,成人学

习者对于在线学习更加青睐。提高形成性考核成绩

的比例,则更能体现出学习重在平时,而不仅仅是期

末考试。因此,亟待提高平时学习在综合成绩中所占

的比例。
(2)去除缺考和无考试成绩的学习者,则通过率

由60%提高到77%。由此可见,学习者的管理亦很

重要。学习者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工作、生活等

事务缠身,由于疏忽等原因,可能忘记或者错过考试

的时间。因此,在考试之前,辅导员可以通过QQ群、
微信群、短信以及电话等多种沟通方式,与学习者进

行沟通,督促学习者参加考试,从而提高考试的通

过率。
(3)不同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特征值之间差别较

大,学习者之间的努力程度参差不齐。例如:课程行

为天数极大值为94天,极小值为1天;行为总数极小

值为4次,极大值为624次;浏览数极小值为1次,极
大值为517次。针对此问题,可通过发挥辅导员、班
长、学习委员的作用,建立学习小组,树立学习榜样,
让同学之间相互督促学习,从而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有效参与到在线学习中来。

(4)形成性考核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之间呈弱相

关,说明平时的表现与最终的期末考试成绩关联性不

大。一般情况下,如果形成性考核成绩较好,考试成绩

也应较好,除非考试试卷与平时作业的关联性不大。
建议考虑增强二者的关联性,一方面可以提升学习者

在线学习行为的动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

习更有目标性和针对性,提高课程考试的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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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OnlineLearning
BehaviorsandLearningEffectsofAdultLearners

DONGKe,XUGubo,TANGShihua
(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insufficientresearchononlinelearningbehaviorofadultlearners,thepaperuses
SPSSsoftwaretoanalyzelearners’learningbehaviorandperformancedata,andexplorestheinherent
relationshipbetweenlearningbehaviorandlearningeffects.Theresultsshowthatthereisastrong
correlationbetweenlearningbehaviorcharacteristics,butthereisaweakcorrelationbetweenlearning
behaviorcharacteristicsandtestscores.Despitethatformativeassessmentscoreshaveaweakcorrelation
withfinalexam score,botharestronglycorrelated withcomprehensivescores.Finally,theteaching
reflectionsaremadeandopinionsandsuggestionsa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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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penEducationBasedonSchool-EnterpriseCooperation:

TakingtheCivilEngineeringMajorof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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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InformationandConstructionEngineering,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

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problemsexistinginthecurrenttrainingmodelofcivil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inopeneducation.Takingthecivilengineeringmajorof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
asanexample,itexplorestheteachingmodeloftheindustry-educationintegration,the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thecombinationoftheoryandpractice,andcultivatingthehigh-skilledandappliedtalents
ofcivilengineeringmajorinopeneducationwithhigherprofessionalqualityandcomprehensivepractical
abilityfromthefollowingaspects:constructingtheteaching modelofindustry-educationintegration,

establishingthepracticaleducationbasemodelofschool-enterprisecooperationandbuildingtheteacher
trainingplatformwiththecombinationoftheoryandpractic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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