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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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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教育”迅速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远程教育质量成为关注重点。学习

目标达成度是衡量远程教育质量的直观标准,而远程学习者持久的学习动力是达成目标的重要因素。从

远程学习成功者视角出发,采用质性访谈的方法研究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的影响因素,发现远程学习

者持久的学习动力同时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是学习成功的主要因素,外部的激励与期望

是其学习成功的助推剂。

关键词: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2)03-0040-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教育”迅速发展以及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推动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氛围日益浓厚,远程

教育逐渐走向社会教育的“中心舞台”。尤其是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线下学习大规模向远程教学和混

合式教学转型。后疫情时代,远程教学这种“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学形式,在信息技术与

混合式课程模式的推动下,逐渐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教

学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经济下滑促使

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教育投资回报率,教育服务机构

更需要向公众证明在线教学的价值。衡量在线教育

质量的直观标准就是在线学习的完成率与目标达成

度。然而远程学习者由于受工学矛盾等多重内外因

素的影响,其学习动力难以得到持久维持,以至于学

业过程中“沉默中沉沦”的比例较高,研究者们针对辍

学现象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对象主

要集中于辍学者,却对缺乏持久学习动力、默默挣扎

于“煎熬”当中的学习者关注较少。学习成功者是如

何在师生时空分离的状态下达成学习目标的? 他们

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如何克服各种主客观矛盾? 促

使学习者长久保持学习动力的因素有哪些? 诸如此

类针对学习动力的问题,郑庆柱提出,学习动力是积

极学习的根本因素[1];陈平论述了学习动力系统的构

成要素[2];刘燕等对学习动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进行了分析[3];侯莞娇等分析了学习动力不足的原

因[4]。但这些研究大都基于文献研究和定量研究,开
展定性研究的较少。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面向已完成

学业或即将完成学业的远程学习者展开质性研究,以
期厘清影响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的因素体系。

二、文献回顾

(一)学习动力

动力,泛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引申理

解为人类做某件事情时思想意识方面与行为方面所

表现出来的内驱力。学习动力是促使学习者开展学

习或者维持学习行为不间断的力量。徐兵等认为,学
习动力是一个由主导动力为核心、多种动力因素交织

构成的综合结构系统[5]。王静等认为,学习者的学习

动力系统由学习需要、学习基础、学习信心和情绪情

感等方面构成[6]。按照作用于学习的方式,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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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内部动力包括学习动

机、目标、兴趣等因素,外部动力由社会、家庭、学校等

因素施予的正负强化激励作用构成[3]69-72。在这个由

多种因素构成的系统中,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占主导地

位的学习动力,称为主导动力或优势动力[5]143-146。随

着人年龄的增长,学习成效与智力因素的相关性日益

减弱,而与非智力因素的相关性逐渐增强[4]64-66,学习

动力在学习中发挥着推动、引导、强化与维持等重要

作用[7]。如上所述,学习动力是由无数分力融合而成

的合力[8],包括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

情绪,社会、家庭、学校的正负激励等各种因素。
(二)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

远程学习者被认为是“拥有强劲的学习动力,经
过深思熟虑后自愿选择并接受远程教育的一个群

体”[9]。他们在年龄层次、学历水平、知识结构、学习

兴趣与学习需求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其学习动力

的大小及持续性亦存在明显差别。根据对远程学习

者的学习动力构成进行分析,除了学习的动机、兴趣、
意志力等内部因素影响外,一些外部因素如学习环境

(含虚拟学习环境)、教学设计、社会环境等对学习动

力系统也有一定影响[10],譬如远程学习者所在学习

机构的教学方式、学习的软硬件环境,以及自身从事

的工作岗位对能力与素养的要求、家庭成员对他们的

期待,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等外部因素都对他们是

否能坚持完成学业起着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是一个由内

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驱动的动力系统,内外因素合

力推动学习动力的持久发生从而促使远程学习者获

得较高的学习效果满意度,反过来,学习效果满意度

较高的学员更容易获得持久的学习动力。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省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习者为抽样

对象,采取“目的抽样”中的强度抽样、同质性抽样和

方便抽样等策略组合选取研究对象[11]。根据学习成

功者学习行为持续性强、目标达成率高、学习获得感

强等特征,以参加学历教育的远程学习者为对象制定

筛选标准,并进行随机抽样。初步筛选的远程学习者

或已修完毕业学分的80%以上,或参加专业学习4
个学期及以上且课程通过率95%以上,或已经毕业

且获得毕业证书。依据以上抽样标准,本研究从抽样

对象中抽取了20位自愿接受访谈候选人,综合分析

了专业分布、年龄、性别等因素后,最终确定了11位

最为适宜的志愿者作为半结构式访谈对象(见表1)。
课题组成立了访谈小组,设计访谈方案,编制访谈提

纲,顺利完成了访谈活动。整个访谈过程氛围轻松、
环境安静,访谈效果良好。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序号 受访者代码 性别 年龄 专业层次

1 A 女 22岁 本科

2 B 女 26岁 本科

3 C 女 28岁 本科

4 D 女 23岁 本科

5 E 女 29岁 本科

6 F 女 21岁 专科

7 G 男 30岁 本科

8 H 男 21岁 专科

9 I 男 27岁 本科

10 J 男 33岁 本科

11 K 男 32岁 专科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1.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该方式有利

于研究者了解被访者特殊的生活或经验[12]。访谈提

纲作为一种主要提示,为受访者提供指引,确保访谈

过程中受访者不会因紧张、焦虑而忽略重要信息[13],
同时帮助访谈者根据访谈进展情况对访谈步骤和内

容进行灵活调整,从而保证访谈顺利开展。
本研究的访谈提纲主要依据前期文献研究和问

卷调查结果勾勒出的持久学习动力框架模型(见图

1)制定[14]。访谈提纲除了了解受访者基本信息外,
还包括影响学习动力持久性的内部主要影响因素、外
部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学习效果满意度三个部分。

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依据预设的访谈提纲对受访

者开展访谈(部分访谈提纲见表2),并在访谈中通过

追加提问的策略,对受访者回答问题时表达的某个观

点、词语、概念、事件以及行为做进一步的探究,引导

受访者对已有经验进行更详细的描述。经受访者同

意,对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每次访谈结束都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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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远程学习者持久学习动力框架模型

料整理基础上及时修改存疑的话题,并对受访者再次

邀约访谈,完善资料。
表2 半结构式访谈提纲(部分)

半结构式的访谈问题 问题设计目的

1.您 选 择 当 前 专 业 的 原 因 是

什么?

旨在探究学习需要与学

习动机的联系

2.您入学时希望通过学习有哪

些收获? 经过2年以上的学习

您达到自己预定 的 目 标 了 吗?

请举例说明。

旨在探寻学习目标对学

习动力影响水平

3.家庭成员支 持 您 的 学 习 吗?

他们对您学成毕业有哪些期许?

旨在探究家庭期望对持

久学习动力的影响水平

  2.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主要借助QDA软件(Nvivo12)对访谈进行文本

资料的转录、抓取和分析等。访谈后逐字将访谈中获

得的录音材料转录为文字稿,对文本进行词频分析。

根据词频分析结果与持久学习动力框架模型,归纳出

最简要明了的词语标签。对访谈文本进行一级编码,

并对重叠与冗余的一级编码进行删减与合并,形成二

级编码与三级编码。通过对文本的词频分析(见图

2),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学习”,其次是“没
有”(针对是否有休学经历的提问),“工作”和“时间”

出现的频率紧随其后。这些高频词进一步说明,被访

者在实际学习中虽然存在工学矛盾这个大阻力,但学

习始终是他们心之所系,他们对完成学业所表现出的

正向态度,为培育、维持持久学习动力提供了良好的

心理基础。

图2 访谈文本词频分析

(三)研究的效度

研究效度指的是一种“关系”,即研究结果与研究

者、研究问题、目的、对象、方法和情境等要素之间的

关系是否“一致”[13]147-159。质性研究的效度所表达的

关系是相对的,即研究结果的表述是否真实反映了某

一特定条件下的事实。简言之,研究效度就是评价研

究结果是否准确(或可信的)[13]225。本研究基于扎实

的理论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访谈提纲,应用专业

的质性分析软件开展文本分析工作,不间断地反思与

提升访谈技巧等措施提高了资料搜集和分析的质量,
保障了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

四、研究发现

通过对学习成功者学习行为发生前后的心理变化

对比、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满意度分析,本研究认为远

程学习者持久的学习动力同时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如学习动机、目标、兴趣、意志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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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学习的核心动力,教学形式、学习环境、社会需求和

家庭期望等外部因素承担了外部保障和支持作用,内
外因素合力作用促进学习成功。

(一)明确的学习动机和清晰的学习目标是持久

学习的核心动力

学习动机能引发和维持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发生

与持续,并使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朝向特定的学业目

标。资料分析表明学习动机同时受外在动机(如外部

激励)和内在动机(如自我效能感、自我求知欲、能力

提升)等因素影响,这与夏凤琴等人对学习动机影响

因素的研究结论一致[15]。学习目标是学习者学习行

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判定学习效果的标准。学

习目标清晰的远程学习者往往行动力强、学业情绪稳

定且自我效能感较高。
通过访谈,发现被访的学习成功者选择开放教育

的原因有以下几类:有的是当下工作需求,有的是未

来职业发展规划需要,另有一些是个人兴趣使然,还
有的是家庭生活中子女教育提出的挑战,其中受内在

动机影响(如学习兴趣、自我提升)选择当下专业学习

的学习者数量远高于受外在动机影响的学习者数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受内在动机驱使的学习者比受

外在 动 机 支 配 的 学 习 者 更 能 取 得 更 高 学 业 成

就”[15]75。如A认为,“我在工作领域的理论素养水

平不高,希望通过学习掌握更多跟工作相关的理论知

识。”B表示“我想以后从事心理咨询行业,但我缺少

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知识,想通过开放教育学习获

得跟专业有关的实习机会,因此选择了现在这个专

业。”C和D明确表示因为十分喜欢,所以选择了现

在的专业学习。占比第二的是外在动机中的工作需

要和家庭教育需求。如E表示选择当前专业学习的

原因是想要提升工作技能。J选择专业学习的原因

是“小孩子正在上幼儿园……我想了解一些学前儿童

教育的相关知识”。
关于学习目标,除了统一的“学历提升”这个外在

目标外,只有1位被访者在初入学时没有明确的知识

学习目标,但在学习期间该被访者逐渐确立了明确的

知识学习目标。经过4个多学期的学习,对照入学时

定下的学习目标,所有被访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知识学习目标。例如E认为,“我不仅实现了当初的

学习目标,现在在工作中我的工作思路也越来越清

晰”,H和I分别表示“通过学习,除了学历得到提升,

我(H)还了解了许多幼儿膳食方面的知识”,“我(I)
通过学习,多少了解了如何正确对待幼儿教育问题”。
综合以上访谈结果分析,学习行为的发生离不开明确

的学习动机和清晰的学习目标,持久的学习动力需要

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的合力推动。
(二)浓厚的学习兴趣与坚韧的学习意志是持久

学习的助推力

学习兴趣与学习意志同属推动学习的内在动力

因素,稳定的学习兴趣易使学习者将个人兴趣与学习

行为联系起来,不稳定的学习兴趣容易使学习者受到

情绪或外部因素的影响或暗示,从而改变兴趣内

容[15]92。学习意志指为达到学习目的而自觉努力的

心理状态,学习意志一般透过语言和行为表达,学习

意志坚定者其学习行为会持续发生,从而促进学习动

力的持久性。
学习兴趣在学习中具有重要意义,浓厚的学习兴

趣能促使学习者专注学习,学习过程心情愉快。访谈

中K明确表示“我对各类幼儿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

感兴趣,现在的专业课程学习中有好多幼儿发展规律

与动态方面的知识……所以一有空我就尽可能参加

集体学习,我感觉收获颇丰。”E也表示“在过去的学

习中,我都是主动制定学习计划,按时完成各项学习

任务,学习能让我获得工作中需要的和感兴趣的内

容,使工作时不仅知其然,更知所以然。”
关于学习意志,访谈中发现学习意志坚强的被访

者在学习中不仅学习情绪较高,学习韧性也较强。如

学习过程中B和F都能“愉快主动的制定学习计划

和完成学习任务……”,因为 B是“真心想学点知

识”,F认为,“毕竟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不可能什么都

去依赖别人……”I也表示“学习我都是愉快主动的,
毕竟都要完成,为啥要在那么被动的情况下完成呢”。
同样在谈论是否有过休学经历或休学念头这个话题

时,只有J休学过一学期,因为没钱交学费,后来有钱

了就又开始学习。G有过放弃的念头,但又想着要给

孩子树立榜样,所以就坚持了下来。其余被访者学习

中均未出现过“放弃”或“休学”的念头。由以上访谈

结果分析可知远程学习中,持久的学习动力离不开浓

厚的学习兴趣和坚韧学习意志力的助推。
(三)适宜的教学形式与和谐的学习环境是持久

学习的外部保障

教学形式是指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学任务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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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学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活动和方式。学习环境包

含课程设置、学习氛围等软环境以及各种教学设施、
资源、条件等硬环境。本研究面向开放教育远程学习

者,讨论的教学形式为“线上+线下”模式,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时期和后疫情时期“线下面授”转为“线上直

播”;学习环境以虚拟学习环境为主,包括网络学习平

台的使用体验、支持服务等内容。
通过访谈,11位被访者对“线上+线下”教学方

式都比较满意。如J和I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挺好

的,既满足了线下与同学交流的需求,也满足不方便

出门时的便捷”。但受工学矛盾影响,被访者更倾向

于选择“线上学习”,如A和B都认为“出于时间因素

考虑,线上学习更适合我”。对于“学习环境”是否满

意这个话题,J和I认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学习平台

很棒,学习资源很多”。
相较于教学形式和学习平台体验,被访者更关注

学习环境中的教师和教学支持服务等“软件”配备。

K提出“我平时没有时间参加集体学习,因为家庭最

重要……主要是工作期间利用剩余时间学习,另外我

感觉集体学习没有自学效果好。但是如果授课的老

师很棒,又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还是会参加集体学习

的,因为时间挤一挤总会有的”。H 提出“我希望学

校关于线上学习的相关通知能更清楚一点,例如有清

晰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G表示“希望老师在布

置学习任务的时候,把要求说全说细,没有接触过的

新内容,怎么做也要说全,因为我实在猜不透下一步

怎么做。”由此可见,远程学习者对教学形式和学习环

境的满意度决定其学习行为是否进展顺利,是影响其

学习动力是否持久的外部核心要素。
(四)社会需求和家庭期望是持久学习的重要支

持力

社会需求指社会成员在适应社会生活过程中必

须具备的社会交往能力、竞争与合作的技能。从科学

知识领域的视角看,社会需求实际上就是文化科学素

质的竞争,即社会成员若要具备社会竞争实力就必须

要具备高水平的文化科学素养[16]。家庭期望是整个

家庭对家庭成员预设或构想其未来在某一领域将要

达到的高度或实现某种生活状态的期望。基于远程

学习者年龄特点,本研究主要从工作发展和职业规划

这个角度来探讨社会需求对持久学习动力的影响。

家庭期望则从家庭成员对其学习支持态度、学习结果

期许两方面探讨与持久学习动力的关系。
在“开放教育的学习收获是否满足您工作提升需

求或者职业发展”这个话题中,B和F明确表示“我感

觉自己工作中的收获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不断地学

习”;C、E、G、H、I、K等6人也明确表示“学习结果能

满足其工作提升需求”。只有 A对学习结果是否满

足工作提升需求有负面反馈。
家庭期望话题探讨中,11位被访者的家庭成员

(父母或配偶、子女)对其学习都持支持态度,除了 H
家庭成员对其学业成就有较高期待外,其他被访者表

示其家庭成员对他们的学业成就“没有较高期待”“无
期待”或“无所谓”。虽然相较于社会需求这个外部影

响因素,家庭期望对远程学习者的持久学习动力影响

力度不大,但社会需求和家庭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共同

支撑着远程学习者持久的学习动力。
五、启示

持久学习动力是促进学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不

应将学习动力问题单纯归因于内部因素,还应从外部

因素来激励与维持。远程教育服务机构可从以下方

面激励远程学习者的持久学习动力。
(一)打造优质教师团队

“互联网+教育”时代,保障线上教学质量的首要

任务是打造由教学研究人员和AI技术人员组成,且
擅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优质团队。教学研究人

员应具备独特个人魅力,同时授课水平高、教学语言

形象生动等;AI技术人员则应胜任保障教学平台顺

利使用及提供培训。
(二)提供精准支持服务

学习体验影响着远程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学习

效果,这致使教学支持服务不仅要精准,更要全面;不
仅覆盖学习过程,也要对学习前的需求和学习后的结

果进行分析评价和反馈,力求做到定位精准、内容精

准、评价精准。
(三)完善外部激励机制

恰当的外部激励能促进内部学习动力,形成合力

推动学习的开展。远程教学除了网上学习之星、优秀

毕业生评选等延时较长的外部激励外,还可以利用既

时表扬等延时较短的激励措施来激发远程学习者的

持久学习动力。

44

安徽开放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四)推送高质量学习资源

结合远程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学习需求,组建“学
习指导规划师”队伍,向远程学习者精准推送高质量

且有吸引力的学习资源,指导他们学会资源适配性分

析,做到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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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 oftherapid developmentof “Internet + education”andthe
normalizationof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thequalityofdistanceeducationhasbecomethefocusof
attention.Thedegreeofachievementoflearninggoalsisanintuitivestandardtomeasurethequalityof
distanceeducation,andthelong-lastinglearningmotivationofdistancelearnersisanimportantfactorto
achievegoals.Fromtheperspectiveofdistancelearningsuccess,thepaperusesqualitativeinterviewsto
studytheinfluencingfactorsofdistancelearners’lastinglearning motivation.Itisfoundthatdistance
learners’lastinglearning motivationisaffectedbybothinternalandexternalfactors.Specifically,the
internalfactorsarethemainfactorforlearningsuccessandtheexternalincentivesandexpectationsarethe
boostersforitslearning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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