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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对其核心技能、研究能力、汉语水平和全球理

解能力发展的影响。数据来自一项全国性 调 查，涉 及 在 我 国４１所 高 校 就 读 的１０１０名 来 华 留 学 生。研 究 结 果 表

明，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与学习成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

线学习环境的可访问性、灵活性、知识获 取 性 以 及 深 层 学 习 方 式 对 来 华 留 学 生 在 线 学 习 成 效 有 显 著 的 直 接 影 响。

中介效应分析证实，深层学习方式是在线学习环境影响其学习成效的重要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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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高校主要 采 用 境

内留学生线下学习、境外留学生线上学习双轨并

行方式组织留学生的教育教学活动。现有研究通

过分析在线学习与教育经历，讨论了应急性在线

教学的质量及其存在的问题，如疫情背景下高校

在线教学准备不足、学生线上学习疏离感增加、满
意度降低等［１］［２］。截至 目 前，针 对 来 华 留 学 生 疫

情期间在线学习经历的研究还非常有限［３］。海外

学者预期，疫情后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将继续推

进多种形式的留学生在线学习［４］。我国留学生教

育要实现由应急性的在线教学转型为可持续发展

的在 线 教 学，需 要 加 强 实 证 研 究，以 指 导 相 关 实

践、政策发展和质量监控。本研究应用对国内不

同地区、类型高校来华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从
来华留学生视角，分析了以他们感知的在线学习

环境和学习方式为表征的来华留学生在线学习过

程，及其对留学生学习产出的影响，希望能够为高

校保障和提高来华留学生在线教学质量、促进来

华留学生在线教学可持续内涵式发展提供支持。

一、文献综述

（一）在线学习环境

学习环境是指学习发生的 情 境。近 年 来，随

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计算机及互联网为媒

介的在线教学快速发展。与线下的课堂学习环境

相比，在线教学借助同步和异步通讯工具以及线

上教学管理平台，支持学生与教师远程交互［５］、访
问课程资料及上传课程作业［６］，有效克服了 时 间

与空间限制［７］，为不能参与传统线下课堂学 习 的

学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一些实证研究也探讨

了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与其学习成效之间的

关系。例如，有的研 究 者 对１９９６年 至２００８年 间

５１项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在线环境下学生学

习成绩普遍优于传统课堂环境［８］。Ｐａｅｃｈｔｅｒ等人

对澳大利亚２９所高校２１９６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发

现，学生感知的在线课程辅助知识获取的机会正

向影响其在线课程学习成效［９］。此 外，也 有 一 些

研究显示，积极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降低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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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压 力，促 进 了 知 识 理 解 与 建 构［１０］；但 也

有研究指出在线环境下教师反馈滞后、师生交流

不足［１１］，反映出持续开发与优化在线课程的必要

性。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学者研究了 应 急 性

在线教育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指出整体规划和准

备不足、优质在线课程与教学资源有限、在线系统

与工具开发不完善、在线教学实践和管理经验缺

乏，负面影响了我国学生在线学习成效［１２］。海外

一些学者指出，应急性在线教育凸显了在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学生计算机设备与网

络 资 源 可 访 问 性 的 差 异，加 剧 了 世 界 教 育 不 平

等［１３］。疫情前有 关 来 华 留 学 生 在 传 统 的 线 下 课

堂学习的实证研究表明，鼓励合作学习、激发智力

探索的课堂环境可以有效支持来华留学生跨文化

学习，提高来华留学生汉语语言技能和科研能力，
促进全球性理解［１４］。然而，疫情期间来华留学生

是如何感知在线学习环境的可访问性、灵活性、交
互性、减压性和知识获取性的，他们感知的在线学

习环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学习成效，还没有得

到充分讨论，亟待加强研究。
（二）在线学习方式

高等教育领域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常见描述是

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方式不是静态不变的学习

者特征，同一个学习者在不同的教学环境中可能

会采用不 同 的 学 习 方 式［１５］。聚 焦 在 线 教 学 的 文

献研究了在线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例如，Ｅｌｌｉ和Ｂｌｉｕｃ对混合授课课程的问卷调查显

示，以降低学习压力和有效学习活动为表征的在

线学习环境与深层学习方式显著正相关，与使用

在线学 习 技 术 的 表 层 学 习 方 式 显 著 负 相 关［１６］。

Ｓｌａｃｋ等人指出生生之间的在线交流和讨论支持

深层学习［１７］。Ｊｏｎｅｓ的 研 究 表 明，良 好 设 计 和 运

用线 上 角 色 扮 演、实 时 会 议、异 步 视 频 与 问 题 讨

论，可 以 有 效 支 持 学 生 对 学 习 资 料 的 理 解 与 思

考［１８］。此外，一些研究也探讨了在线环境下学生

学习方式与学习成效的关系。Ｇｕｙ等人对医学混

合式授课课程的研究发现，积极访问教学视频、讲
座录像、互动式图册等在线学习资源的学生，倾向

于采 用 深 层 学 习 方 式，学 习 成 绩 也 更 好［１９］。

Ｙｕｒｄｕｇüｌ和Ｃｅｔｉｎ应 用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进 行 的 分

析发现，在线环境下表层学习方式负向影响学习

表 现，而 深 层 学 习 动 机 与 学 习 表 现 没 有 显 著 关

联［２０］。整体而言，针对在线环境下学习方式的讨

论还不充分，在线学习方式与学习产出之间关系

的讨论也未取得一致结论，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

相关研究还非常缺乏。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与问题

调查涉及在我国４１所高校就读的１０１０名来

华留学生，分析了他们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

方式及对其学习成效的影响，其中学习成效用来

华留学生自我报告的核心技能、研究能力、汉语水

平和全球理解能力发展程度来衡量。具体的研究

问题包括：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

方式和能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如何？来华留学生感

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方式是否直接影响其能

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是否通

过学习方式间接影响其能力发展？

（二）调查对象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问卷调 查 工 作 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学 年

末在全国４１所高校进行，调查中参与高校主要通

过在线形式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团队通过

参与调查高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向来华留学生转发

了本研究的调查问卷。
表１　调查样本特征

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平台发放。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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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解释了本研究的目的、自愿参与和隐私保护

的原则，并真诚邀请来华留学生分享他们的在线

学习经历。研究共收回１０１０份问卷，表１列出了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三）研究工具

参与调查的来华留学生需要填写“来华留学

生在线教育经历调查问卷”（英文），该问卷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华本科留学生的个人信息，
如性别、洲别、疫情前在线学习经历、就读学校与

专业等；二是主体问题，即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

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与学习成效。其中来华留学

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包括在线学习资源的“可

访问性”、使用技术工具实现的“交互性”、跨越时

空障碍的“灵活性”、辅助“知识获取”、减轻学习负

担的“减压 性”５个 维 度 共２１个 测 量 题 目。在 线

学习方式采用Ｂｉｇｇｓ等人开发的修改版学习过程

问卷［２１］测量，包括深层学习方式和表层学习方式

两个维度共２０个测量题目。学习成效通过来华

留学生自我报告的能力发展程度来衡量，有关测

量题目取自ＳＥＲＵ－Ｉ调查问 卷［２２］，其 中 评 估 分

析和思辩能力等核心技能发展的有４个题目，评

估研究能力发展的有６个题目，评估汉语水平和

全球理解能力发展的有５个题目。所有题目均采

用５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对回答从“非常不同

意／非常差”到“非常同意／非常好”分别赋值１～５
分，中值为３分。研究团队根据调查对象的特点

对调查问卷的原始题目做了表达层面的调整，邀

请在校的来华留学生对调整后的问卷进行了试调

查，并根据来华留学生的反馈对调查问卷作了进

一步修改，以确保最终问卷清晰易懂并聚焦于来

华留学生在线教育问题。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来华留学生在线

学习经历的测量工具进行效度检验，然后对各因

素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平均数、标准差），以呈现来

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与学习

成效的基本特征，通过相关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

对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与学习

成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应用中介分析

方法讨论了学习方式对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

习环境与学习成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结果

（一）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测量工具作了验

证性因素分析，各因素的信度介于０．９１８和０．９６４
之间，大于０．９，说明各因素包括的测量指标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各因素平均提取方差值的平

方根大于其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显示测量工

具的区分效度良好。本研究采用常用的模型拟合

优度指标χ２、近似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Ａ）、比较拟

合指数（ＣＦＩ）、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指数（ＴＬＩ）分析在

线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成效测量工具的结构

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在线学习环

境量表 的 拟 合 优 度 指 数 为：χ２＝９２３．９８４，ｄｆ＝
１７９，ｐ＜０．００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４；ＣＦＩ＝０．９７４；

ＴＬＩ＝０．９６９。学习方式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数为：

χ２＝１５３８．５４０，ｄｆ＝１６７，ｐ＜０．００１，ＲＭＳＥＡ＝０．
０９０，ＣＦＩ＝０．９１９，ＴＬＩ＝０．９０８。学 习 成 效 量 表 的

拟合优 度 指 数 为：χ２＝８０９．４６７，ｄｆ＝８５，ｐ＜０．
００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９２，ＣＦＩ＝０．９５９，ＴＬＩ＝０．９４６。
这些结果说明上述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是可以接

受的。
（二）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

方式、学习成效的基本特征

表２列出 了 来 华 留 学 生 感 知 的 在 线 学 习 环

境、学习方式、学习成效各维度的基本特征。在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各维度构成题目的得

分进行加和计算了各维度的平均得分。在线学习

环境各维度平均得 分 为２．９０～３．１３；学 习 方 式 中

深层学习方式平均得分为３．０８，表层学习方式平

均得分为２．８８；学习成效各维度平均得分为３．１１
～３．１７。除表 层 学 习 方 式 外，平 均 得 分 最 低 的 两

个维度是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环境的交互性和

减压性，平均得分最高的两个维度是学习成效的

汉语水平和全球能力发展以及研究能力发展。表

３显示了测 量 工 具 各 维 度 的 相 关 系 数，表 明 各 维

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根据在线学习经 历 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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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维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来华留学生在

线学习经历各维度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应用

结构方程模型对来华留学生学习经历各维度之间

关系的概念模型进行了分析。该模型的拟合优度

指标 为：χ２＝１１６８７．９７３，ｄｆ＝３２６９，ｐ＜０．００１，

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１，ＣＦＩ＝０．９１９，ＴＬＩ＝０．９１６，说明

模型比较理想。
表２　描述统计结果

表３　相关分析

注：＊＊ｐ＜０．０１；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字表示平均提 取 方 差 值

（ＡＶＥ）的平方根，不在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相关系数矩阵

图１显示了结构方程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各

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在线学

习环境因素中，可访问性对深层学习方式和学习

成效各因素具有直接的显著积极影响；交互性对

表层学习方式具有直接的显著积极影响；灵活性

对深层学习方式具有直接的显著积极影响，但对

核心技能和研究能力具有直接的显著消极影响；
知识获取对深层学习方式和学习成效各因素具有

直接的显著积极影响；减压性对表层学习方式具

有直接的显著积极影响。此外，在学习方式因素

中，深层学习方式对学习成效各个因素具有直接

的显著积极影响，表层学习方式对学习成效则没

有显著影响。

图１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注：＊＜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线学 习 环 境

因素中的可访问性、灵活性和知识获取，通过深层

学习方式间接影响学习成效。为进一步讨论深层

学习方式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开展了中介效应分

析，结果证实通过深层学习方式，在线学习环境中

可访问性、灵活性和知识获取对来华留学生学习

成效各 因 素 都 有 显 著 的 积 极 的 间 接 影 响（见 表

４）。研究也开展了路径分析，以进一步探究在线

学习环境和深层学习方式影响来华留学生能力发

展的机制，各路径的标准化效应值见表５。
表４　中介效应分析：在线学习环境通过

深层学习方式对学习成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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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标准化结果）

四、讨论

（一）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

方式和学习成效的特征

整体而言，来华留学生的在线学习经 历 不 够

理想，有待进一步优化。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显

示，在线学习环境的三个维度，即可访问性、灵活

性和知识获取的均值略高于中值，反映了来华留

学生倾向于同意在线学习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线上

学习资源，允许不受时空限制的灵活学习和支持

学科知识获取。另外两个环境特征，即交互性和

减压性，均值低于中值。对此结果的可能解释是

疫情期间在线课程缺乏必要的教学准备，限制了

技术工具增强在线互动的潜在好处；教师在线授

课和学生在线学习的经验不足，可能降低了教学

效率，延长了学习时间，增加了学习压力。
其次，来华留学生在线学习方式中深 层 学 习

方式略高于表层学习方式，但深层学习方式的整

体水平不高。其中，留学生深层学习方式的均值

略高于中值，表层学习方式的均值略低于中值，说
明留学生倾向于同意以侧重分析与反思学习为主

的深层在线学习方式，倾向于不同意采用侧重显

性知识 获 取 的 表 层 在 线 学 习 方 式。研 究 结 果 显

示，应急性在线教学没有严重影响来华留学生的

学习方式，大多数来华留学生没有局限于基本的、
事实性的知识记忆；相反，留学生在在线学习环境

下能够维持自发性、反身性学习，评估和调节在线

学习过程并在复杂的认知水平上投入专业学习。
最后，研究结果也表明，来华留学生在线学习

期间自我报告的各项技能均有提高，其中研究能

力提升效果尤为明显，其次为汉语水平和全球理

解能力，说明面对挑战与困难，疫情期间我国高校

的在线课程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了继续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在促进其各项技能发展方面取得了一

定效果。
（二）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

方式对学习成效的直接影响

根据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 境、学 习

方式 各 维 度 对 其 学 习 成 效 的 影 响，可 分 为 三 组。
第一组包括在线环境的可访问性和知识获取，这

两个因素对来华留学生的核心技能、研究能力、汉
语水平和 全 球 理 解 能 力 发 展 具 有 显 著 的 积 极 影

响，这与之前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说明当来华留学

生感知其在线学习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线上学习资

源并 有 效 支 持 了 知 识 获 取 时，学 习 成 效 会 更 好。
此外，与此前研究有关在线环境下深层学习方式

与学习表现关系的结论不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

致力于理解、关联、应用知识的来华留学生的在线

学习成效更好，支持了在线环境下深层学习方式

对学习成效的积极影响。
第二组为在线环境的灵活性因素，其 对 来 华

留学生学习成效的核心技能和研究能力发展具有

显著的消极影响。疫情期间来华留学生在线学习

中普 遍 面 对 时 差、技 术、互 联 网 速 度 和 质 量 等 问

题，可能让来华留学生对在线学习环境的灵活性

有消极感知，进而影响其学习成效。
第三组为在线环境的交互性和减压 性，其 对

来华留学生学习成效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可能原

因是，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环境交互性和减压

性水平低，不足以对其技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学习方式对在线学习环境与学习成效关

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了学习方式

在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与学习成效之

间的中介作用。中介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深层学

习方式，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的可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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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性、灵活性和知识获取增强了对来华留学生学

习成效各维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线学习

环境的灵活性对来华留学生汉语水平和全球化理

解能力发展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因此深层学习

方式在线学习环境中灵活性和汉语水平及全球化

理解能力发展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来华留学生视角，运用我国４１所高

校１０１０名来华留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他们在

线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探讨了其在线学习经历

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感

知的在线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与学习成效之间存

在显著的关系。在线学习环境的可访问性、灵活

性和知识获取因素，以及深层学习方式对来华留

学生学习成效有直接的显著影响。深层学习方式

是在线学习环境影响其学习成效的重要中介。本

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调查样本无法代表

我国来华留学生的整体情况。第二，本研究的问

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不能计算问卷的

回收率；也可能排除了对问卷星平台操作不熟悉

或者所在国家和地区不能便利访问该平台的来华

留学生。第三，本研究没有考虑学生背景因素，未
来研究可以关注不同性别、来源国、技术能力、教

育层次、就读于我国不同专业和高校的来华留学

生在线学习经历差异。此外，本研究依赖来华留

学生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期望

偏差，今后研究可以采用混合方法设计。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深层学习方式对来华留学

生能力发展的显著预测效应，以及深层学习方式

在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境与能力发展之

间的重要中介作用。鉴于在线学习环境的可访问

性、灵活性和知识获取直接显著影响来华留学生

能力发展，或通过深层学习方式间接显著影响来

华留学生能力发展，要优化来华留学生在线学习

经历，应首先优化来华留学生感知的在线学习环

境，优先保障丰富可访问的在线学习材料，运用灵

活、便捷的在线教育平台和工具，支持来华留学生

习得学科知识和扩展学术能力。建议高校研发高

质量、多模态的在线学习资料；定期组织技术工作

坊，帮助来华留学生系统掌握在线学习技术，充分

受益于网络学习的灵活与便捷性；认真设计在线

课程，创新在线教学方法，通过同步或异步交流工

具，确保及时有效地提供教师支持，以便进一步激

发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内在学习动机，
提高深层学习水平。同时，应关注来华留学生在

在线学习社区的归属感，积极构建在线学习共同

体，鼓励来华留学生与我国学生开展有意义、多形

式的交流互动，帮助来华留学生积极投入合作式、
互助式学习，最终实现跨文化理解与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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