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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线学习背景下，促进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投入，提高在线教育质量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本研

究在收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在线学习投入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瞻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显示，学界对

在线学习投入的界定已经突破了传统内涵，呈现出两种基本态势: 一是聚焦在线交互行为活动; 二是扩展到学习

者的各种在线学习体验。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关注结构维度”的描述性主题、“突出影响因素”的关联性

主题和“强调测量评价”的价值性主题。未来在线学习投入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在研究视角上，转向学习者、
学习社群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态视角; 在结构维度上，关注投入的情感存在; 在教师角色上，突出教学知识创新

取向; 在交互评价上，强调深度交互的引导与测量; 在技术影响上，从唯一确证性研究走向理性辩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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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以 MOOC 为代表的开放在线课程以迅

猛之势席卷全球。正当人们以狂热之情憧憬着其对

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带来的机遇时，却遭遇

“高辍课率”“低参与性”“难以深度学习”等质量危

机。针对这些困境，美国教育技术领域的独立咨询

顾问和 分 析 师 希 尔 (Hill，2013) 从 学 习 者 视 角 对

MOOC 学习进行观照。他将 MOOC 学习者划分为

五种类型，分别是隐身者，即注册并激活账号，却从

未登录课程学习;尝鲜者，只观看过一两节教学视

频，他们倾向于从课程开头“品尝”或者在课程进行

中进行概览;脱离者，即在课程前期会参与评估，但

随后参与度明显下滑，要么偶尔观看教学视频，要么

彻底消失;旁听者，即那些只观看教学视频，但几乎

不参与测验与评估的学习者，他们基本能把课程跟

下来;完成者，指那些完成了大部分课程及评估的学

习者，包括被动参与者和主动参与者，前者也许会观

看教学视频、完成随堂测验、浏览在线论坛，但一般

不完成作业和不在论坛发帖，后者则是完成大部分

作业并且在论坛上积极发帖(高地，2014)。毋庸讳

言，对这五类学习者的划分耐人寻味地折射出当前

在线开放课程的质量问题。有学者(焦建利，2013)

不禁诘问:为什么在数字化课堂上，这些辍学的学生

都虚拟地睡过去了? 如何促进学习者有效地参与在

线学习成为提高在线教育质量的关键，众多学者进

而开始关注和思考在线学习投入的研究。在在线教

育不断深化的今天，对国外在线学习投入研究的现

状与发展前沿进行清理、挖掘和阐释，将为未来在线

教育的深化研究带来启示。

二、在线学习投入的内涵

最初，学习投入指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投入的

时间和精力(Kuh，2003)。奇克林和加姆森(Chick-
ering ＆ Gamsom，1987) 提出了“优秀本科教育实践

的七条原则”，即师生交互、生生互惠合作、主动学

习、及时反馈、任务完成的时间管理、高期望和尊重

个体差异与多样化学习方式。此后，这七条原则一

度成为学习投入度的代名词。
奇克林和埃尔曼(Chickering ＆ Ehrma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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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述七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在线学习环境中的

学习，是支持学习者获得成功在线学习体验的重

要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线学习投入”走进

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学者们认识、理解在线学习进

而优化、提升在线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根据在线

学习的独特性，“学习投入”的概念被赋予新的理解

与阐释，主要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聚焦为在线

交互行为活动;二是扩展到学习者的各种在线学习

体验。
( 一) 在线交互行为活动

在线学习过程中，信息技术作为交互性中介在

学习者-学习者、学习者-教师、学习者-资源之间建立

起多元连接，形成多维关联。胡志金(2010) 将交互

分为四个递进的层次:一是学生与媒体界面的交互，

属于适应性交互;二是学生与学习内容的交互，属于

理解性交互;三是学生与知识结构、学习情境( 环

境)的建构交互，属于操作性交互;四是学生与学习

活动、学习成果的反思性交互，属于元学习交互。从

这个角度来看，有研究者认为，在线学习投入反映的

是学 习 者 参 与 的 在 线 交 互 行 为 活 动 ( Petty ＆
Farinde，2013)，具体表现为学习者在交互活动中的

学习资源访问与共享及在线提问、评论和反思等。
由此，迪克森(Dixson，2010) 认为，提高学习者在线

学习投入的有效途径是为学习者提供能激发其参与

交互活动的在线学习环境。
( 二) 各种在线学习体验

基姆等人(Kim et al． ，2015) 指出，在在线学习

中，学习者的行为投入固然重要，但存在难以清晰

界定且不能充分体现学习者努力程度等问题，应

该从学习者对其学习过程的感知、调控和情感支

持等方面的体验加以观照，具体表现为:成就管理

(effort regulation)、元认知管理(meta-coginitive reg-
ulation)、情绪性反应等。这使得学习投入的内涵

大大 扩 展。正 如 李 等 人 ( Lee，et al． ，2015) 认 为

的，在线学习投入不仅在行为上表现为阅读课程

资源、提问、参与交互活动和完成作业等，更重要

的是在认知上表现为学习者在甄选、评价相关信

息和资源时所付出的心智努力程度，并主动将新

知识迁移运用到不同情境中;在情感上表现为对

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乐于参与学习活动以及在

同伴交互中保持自我价值感( self － worth)。

三、在线学习投入研究进展

综观国外关于在线学习投入的研究，大致可以

归结为三方面的主题。
( 一) 描述性主题

学习投入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大，它涉及学习过

程中各个方面的因素，错综复杂。因而，在线学习投

入研究首先面临的主题就是“如何科学、准确、全面

地阐释在线学习投入”。针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在线学习投入结构的界定上。从已有

文献看，关于在线学习投入结构的界定大致可以按

照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分为心理学取向分析与社会学

取向分析。
1. 心理学取向的学习投入分析

从心理学视域出发，在线学习投入主要由行为

投入、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三个维度构成，三者之间

存在 内 部 联 系 和 相 互 作 用 ( Christenson et al. ，

2012)。其中，行为投入指学习者的注意力、努力和

坚持的投入程度;认知投入指学习者在应对复杂情

境学习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如精加工策略，而非单

纯的记忆策略;情感投入指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学习

者表现出来的积极情绪，如兴趣。
有研究者指出，上述三个维度的学习投入划分，

是建立在“教师教学是预设且固定的”这一假设基

础上的。学习者在参与学习活动时，总会或多或少

地根据自身对学习过程的整体感知影响教师的教

学，并不断创建支持性学习环境。里夫等(Reeve ＆
Tseng，2011)在吸收相互作用原理的基础上，秉持

“对话式教学”的立场，增加了“能动投入”这一维

度。能动投入并非仅指学习者的个体付出，而是源

于师生之间的会话———通过学习者向教师发问，改

变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而影响学习者的投入( 见图

1)。图 1 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1) 学习者的

学习投入与动机密切关联，只有激发学习者的学习

动机才能引发学习者的行为投入、情感投入、认知投

入乃至能动投入，并促进学生发展( 包括提高学业

成绩、提升技能和开发潜能);2) 行为投入、情感投

入、认知投入和能动投入四者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的;3) 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最终源于动

机支持的学习环境的创设。图 1 下方曲线中的能动

投入反映的正是动机支持的学习环境创设并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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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事务，而是师生共同协同设计的:由学习者主

动发起并通过与教师会话沟通开展学习活动，进而

将教师先前提供的环境转化为一种能激发学习者内

在动机、自主性动机和学习自我效能感且促进学习

者学习投入的支持性学习环境。这也正是能动投入

与其他三类投入的本质区别。

图 1 学习投入模型

由于在线学习需要比传统面对面学习付出更多

的努力，学习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例如，完成任务

时对目标的设定、计划、监控、评价，对过程采取必要

调整，使用注意、影响、努力控制等意志策略，因此学

习者只有具备并运用一定的认知、元认知与意志策

略才足以获得保质保量的学习效果。有研究者指

出，要着重从学习者如何对自身学习行为、认知和情

感进行调控的角度出发深入考虑学习投入，即“元

认知投 入”，还 被 称 为“学 习 存 在”( Shea et al． ，

2012)。这种投入对于在线学习相当重要，因为成

功的在线学习依赖于学习者的自我导向、自我约束

和自我激励。而元认知是一种监控、协调学习过程

中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的高阶有序过程。
艾克和加里森(Akyol ＆ Garrison，2011) 认为，元认

知投入主要包括认知知识(学习者对自我的意识)、
认知监控(学习者反思自己思考和学习过程并作出

改变)和认知管理(执行和控制学习过程)。加里森

和艾堡(Garrison ＆ Arbaugh，2007) 认为，元认知投

入并非完全是学习者的认知存在，而是兼具社会存

在，即受学习者所在的学习社群影响并反过来表现

在学习者个体身上。
2. 社会学取向的学习投入分析

也有研究者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关注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关系。辛玛等人(Sinha et al． ，2015) 对计

算机支持的探究性学习环境中学习者投入进行分

析，将学习投入拓展为行为投入、社会性投入、认知

投入和概念-效应性投入，使其形成一个兼具多元

化、动态化、情境性和协作性的大框架。其中，行为

投入指为完成任务的坚持和努力程度，社会性投入

指有粘性的群体交互，认知投入指深层次策略的运

用和理解力的提升，概念-效应性投入是以联系、综

合分析、自我管理和认知投入为基础，在解决真实问

题中学习者对学科知识、概念和技术工具的运用。
投入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行为投入、社交性投入、认
知投入以及概念-效应性投入。辛玛等人在计算机

支持的学习环境中开展的水生生态系统课程教学实

践中，将 36 名学生分为 10 个小组，研究各协作小组

成员的学习投入。实验发现，在计算机支持的协同

学习环境下，情景模拟技术和建模工具充当着提高

认知投入和概念-效应投入的脚手架;行为投入和社

交投入是促进高水平认知投入和概念效应投入的重

要基石，高质量的认知投入是促进和维持概念 － 效

应投入的关键。
( 二) 关联性主题

已有的描述性研究成果帮助我们在理论上深入

认识在线学习投入的结构，但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还

是如何促进在线学习投入，进而提升在线教育质量。
因此，关联性主题主要集中于在线学习投入影响因

素的研究上。若将在线学习视为一个系统，那么影

响学习者在线学习投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学习者、教
师和技术。

1. 学习者

纵观而论，学习者的学习投入主要受年龄、动

机、技能素养等多种因素影响。
1)年龄、动机及自信心。罗宾逊等人(Robinson

et al. ，2008)从自主协作学习、丰富的学习体验、学

习挑战和师生交互四方面调查了 3 所高校 221 位在

线课程学习者，发现学习者的年龄对其学习投入有

显著影响。25 岁以下的学习者讨论时社会交互明

显，且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课程学习范围外的网

络图书馆资源的搜索和访问上;25 岁以上的学习者

讨论交流内容大多与课程内容有关，他们会为达到

预期目标付出更多的努力，如协作任务的参与程度

更高、讨论中贡献更大;25-34 岁学习者的在线学习

收获最大，主要体现在写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理性

分析能力等方面;45-54 学习者会积极开展同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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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米利根等人(Milligan et al. ，2013) 对参与一门

cMOOC 的 29 位学习者学习投入的网络问卷调查和

访谈发现，学习者的总体学习投入从高到低可以划

分为主动参与者、潜伏者和被动参与者。该研究发

现:学习者的动机、在线学习体验和自信心是影响在

线学习参与的主要因素，主动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学

习动机和自信心，善于与其他学习者建立社会关联，

积极参与讨论交互并创造新知识;潜伏者也有较好

的学习动机，但主要以获取优质资源和提升技能为

目的，对于在线交流与讨论的活动则以“旁观者”身

份参与;被动参与者往往对在线课程学习充满沮丧

情绪，他们一般没有参与在线课程学习的体验，且在

学习和同伴讨论中缺乏自信。
2)技能和素养。在线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以文本形式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学习者较好的阅

读能力、书面语言沟通技能是影响其有效参与的重

要因 素 ( Amador ＆ Helen，2013 )。派 克 ( Peck，

2012)以 96 名学习者在线学习的博客为数据分析其

学习投入。研究发现，学习者的博客被关注度越高，

越能促进学习者与其他同伴的交流互动，换言之，学

习者良好的博客写作技能是提升其学习参与度的

“加油站”。博客的写作技巧包括:学习者对博客标

题的设计有简洁、新颖、立场鲜明等特点，博客语言

的表达与运用特色鲜明。此外，由于在线学习是一

种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学习者

的信息素养越高，其学习投入也会更高。哈勒尔和

鲍尔(Harrell ＆ Bower，2011) 的研究却指出，基本的

信息素养能够提高在线学习者的坚持度，但随着学

习者的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学习者会因受网络中

各种活动的干扰而降低对课程内容及学习任务的关

注，从而容易出现辍学现象。
2. 教师

教学存在对增强学习者在线学习的认知存在和

社会存在，进而提升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投入非常重

要(Shea ＆ Bidjerano，2009)。教学存在感对学习者

在线学习投入的影响主要通过教师对学习内容的设

计和规划、对学习活动的引导和促进加以体现，具体

表现在教师参与度、教学方法选用、学习任务设计和

学习反馈等。
1)教师参与度和教学方法选用。石淑芳(Shi，

2010)以一门为期 11 周的同步在线课程为依托，采

集了在线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 4 组学习者在线学习

的 15400 条相关信息和数据，并将教师发帖数和发

帖质量作为教师参与在线教学的主要参考指标，将

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分为行为投入、社交-情感投入和

智力投入三个维度，以教师参与对学习者学习投入

的影响作为研究内容，发现教师的发帖数量对学习

者的行为投入有显著影响，教师参与与学习者的智

力投入程度呈正相关。阿玛达等(Amador ＆ Meder-
er，2013)通过对“家庭社会学”在线课程中运用拼

接式小组教学模式( Jigsaw Groups) 以及在“土壤科

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oil Science) 在线课程中采

用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的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情况进

行分析，发现拼接式小组教学模式下的学习者通过

高质量的讨论和有效的同伴互助有力地促进其学习

投入，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下的学习者能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真实问题，更能进行深度学习。
2)学习任务设计与学习反馈。教师设计任务

的难易程度和关联程度会影响学习者在线学习投入

的质量。麦克诺特等人(Mcnaught et al. ，2012) 的

研究表明，良好的任务设计是地促进学生投入和参

与的关键。当教师设计的学习任务不在学习者最近

发展区时会使学习者的认知投入明显降低;学习任

务与真实的生活情境联系紧密时，学习者会对学习

持积极态度并投入更多时间和心智努力(Henrie，et
al． ，2015)。郭文革等(Guo et al． ，2014)通过对 110
名在线学习者的 1540 条讨论发帖信息进行对比实

验后发现，教师鼓励性的信息、提出引发思考的问

题、适时的反馈能够促进学习者的认知投入。
3. 技术

由于功能性、易用性和适用性的差异，不同技术

对学习者在线学习投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罗宾逊

等(Robinson ＆ Hullinger，2008)指出，异步通讯技术

能够使学习者有更多时间进行批判性和反思性学

习，因而更有利于促进学习者运用、分析、综合和评

价知识的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近年来，Web2． 0
社交网络技术以其丰富的形式和独特的优势在教育

教学领域广泛应用，成为影响在线学习投入最为主

要的技术因素。例如，博客有助于使学习者由被动

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由知识消费者发展为知

识创造者，从而有效提升投入的质量，营造浓厚的参

与性文化氛围(Peck，2012)。然而，有研究指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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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每种技术都能促进在线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技术

功能纷繁芜杂反而容易使学习者陷入“技术搜寻”
的迷茫中，甚至会使学习者遭遇技术使用的困难，从

而极 大 消 解 学 习 者 学 习 积 极 性 ( Henrie et al． ，

2015)。
( 三) 价值性主题

描述在线学习投入的结构，厘清在线学习投入的

影响因素，目的在于促进在线学习投入。那么，如何

衡量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投入? 这正是价值性主题关

注的焦点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一些相对成

熟的学习投入评价量表应运而生，如全美大学生学习

投入 调 查 (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
ment)、课程学习投入问卷(Student Course Engage-
ment Questionnaire)、远程课程教学交互质量评价量

规(the Rubric for Assessing Interactive Qualities in Dis-
tance Courses)。由于这些量表编制和应用的时代背

景不同，对测量在线学习投入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少

研究者开始考虑在线学习投入评价量表的编制，如迪

克森(Dixson，M． D． ) 在线学习投入量表( the Online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简称 OSES)、孙和卢埃达

(Sun ＆ Rueda，2012)在线学习投入评价量表(Student
engagement in distance education，简称 SEDE)等。

1. OSES
OSES 是 基 于 汉 德 尔 斯 曼 ( Handelsman，M．

M． )、布里格斯(Briggs，W． L． ) 和沙利文( Sullivan，

N． )等 人 编 制 的“大 学 生 课 程 学 习 投 入 ( Student
Course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量表改编的在线学

习投入测评量表。量表分为技能、情感、参与、绩效

四个维度，共计 19 道题，每个维度分别有 6、5、6、2
道题(见表一)。技能投入聚焦于学习者与学习资

源的交互程度和方式，如仔细阅读 /听讲、熬夜阅读、
做好阅读和视频笔记等。情感投入关注学习者是否

愿意付出努力以及将学习材料与生活发生有意义联

系。参与投入侧重于学习者与同伴交互的方式。
绩效投入注重学习者的学习结果，如取得高分等。
迪克森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中西部六所高校 186
名学生发放 OESE 量表发现:多样化的交互方式能

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教学存在感和学习存

在感与 学 习 投 入 显 著 相 关; 讨 论、撰 写 研 究 性 论

文、小组项目学习活动等任务类型促进了学习者

与同伴、教师的交互，增强了学习者的社会存在，

减轻学习孤独感，从而促进了在线学习的高效投

入(Dixson，2010)。

表一 “技能与成就”词汇表

技能投入 情感投入 交互投入 绩效投入

1)熬夜阅读;
2) 保证定 期 学
习;
3) 复习在 线 学
习笔记，以确保
理解学习内容;
4 ) 做 好 阅 读、
PPT、视 频 讲 座
笔记;
5)自我管理;
6)认真倾听 /阅
读。

1) 愿意付 出 持
续努力;
2) 主动将 课 程
内容 与 生 活 实
践相关;
3) 将课程 内 容
应用到生活中;
4) 使自己 对 课
程感兴趣;
5) 十分乐 意 学
习课程内容。

1) 用网络 聊 天
室 /讨 论 /邮 件
与教师 /同伴愉
快交流;
2) 积极参 与 小
组讨论论坛;
3)帮助同学;
4) 参与在 线 交
流( 聊 天 室、讨
论区、邮件);
5) 定期在 讨 论
区发帖;
6) 了解学 习 社
区的其他同伴。

1 ) 获 得
好分数;
2 ) 在 考
试 或 小
测 试 中
表现好。

2. SEDE
孙和卢埃达认为佛雷德里克斯(Fredricks)的投

入量表的部分项目同样适用于测评远程学习投入，

故在借鉴此量表的基础上，根据远程学习的特征编

制了“远程学习投入量表”( Student Engagement in
Distance Education，简称 SEDE) ( 见表二)。该量表

分为三个维度:行为投入(3 题)、认知投入(5 题)和

情感投入(7 题)。行为投入包括遵循在线学习规

则、及时完成作业、检查作业错误。认知投入主要指

资源搜索、管理和应用策略等。情感投入涵盖学习

者对远程课程及其活动的情绪感受，如喜欢参加远

程课程并认为很有趣、愿意与他人分享学习收获，或

者感觉课程学习乏味等。他们以美国西南部一所大

表二 远程学习投入量表( SEDE)

注:(A． 非常符合 B． 符合 C． 不确定 D． 不符合 E． 非常不符合)

A B C D E
1． 我遵守在线课程的学习规则。 □ □ □ □ □
2． 我能及时完成学习任务。 □ □ □ □ □
3． 我会检查作业中的错误。 □ □ □ □ □
4． 我喜欢参加在线课程学习。 □ □ □ □ □
5． 我对在线课程的学习感到兴奋。 □ □ □ □ □
6． 在线学习课堂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学习场域。□ □ □ □ □
7． 我对在线课程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 □ □ □ □
8． 在线学习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开心。 □ □ □ □ □
9． 我对在线学习感到厌倦。 □ □ □ □ □
10． 我会与课程外的人分享在线学习的收获。□ □ □ □ □
11． 即使不测试的时候我也会在家学习。 □ □ □ □ □
12． 我会尝试在电视、期刊论文、杂志等其他

形式资源中查找与课程相关的信息。 □ □ □ □ □
13． 当阅读课程内容的时候，我会通过提问的

方式了解自己对内容的理解程度。 □ □ □ □ □
14． 我会阅读更多额外的内容更加深入地学习

在线课程。 □ □ □ □ □
15． 当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了解某个概念时，

我会通过学习弄明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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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性大学老年医学学院和工程学院 203 名学习

者为试测样本检验该量表的有效性时发现，兴趣和

自我组织管理与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显著

正相关，计算机使用自我效能感与在线学习投入没

有明显关联;在线学习次数是影响学习者情感投入

的重要因素，在线学习者的初次学习投入普遍较低，

教师了解学习者的在线学习经历并为初次在线学习

者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和帮助，有利于减轻在线学

习的 焦 虑 感，进 而 提 高 情 感 投 入 ( Sun ＆ Rueda，

2012)。
3. LOLTS
相对于面对面教学，在线学习在实现学习者交

互和资源共享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伟斯等人

(Wise et al. ，2014) 依托为期六周的教育心理网络

课程，观察学习者的异步讨论行为和学习效果，从学

习者在线学习讨论的交互行为和表现方面编制了

“在线学习投入量表”(Learners’Online Listening to
Speaking，简称 LOLTS)。该量表主要从纵横两个维

度反映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横向维度是:倾听模式

( listening pattern)和表达模式( speaking pattern)，纵

向是广度和深度。倾听模式有 4 个 1 级类目:参与

广度、参与深度、参与持续性、发帖回访量，共 10 个

变量，如发帖阅读率、阅读发帖时间、回访发帖内容

的频率等，并按照以上指标将学习者分为游离型、涉
猎型、聚焦型、全面型四类。很少关注他人的发帖并

在时间和精力上很少付出的学习者在学习中基本表

现出一种观望的态度和行为，属于游离型在线学习

者;有一类在线学习者会浏览大部分发帖，但仅仅充

当“扫描仪”的角色，喜欢不断关注新帖，很少会投

入较多的时间关注实质性内容，属于涉猎型学习者;

另一类学习者仅仅关注发帖并在此基础上投入较多

时间，有选择性地参与讨论，这类学习者被称为聚焦

型学习者;有些学习者既浏览发帖，又会投入较多时

间和精力反思和回访已浏览的发帖，故称为全面型

学习者(见表三)。

表三 四种倾听模式的广度-深度

深 度
广度

低 高

低 游离型 涉猎型

高 聚焦型 全面型

表达由推论、内容、反思三个维度组成，推论包

括反应、启发，内容主要指学习者对他人发帖观点的

论证，而反思涵盖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实验证明，

学习者参与讨论的次数和浏览发帖的数量不能全面

衡量和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发帖质量以及对已

发帖的回访和思考更能反映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努

力程度，学习投入应更多地从学习深度来评测。

四、未来展望

在线学习投入的研究和发展可以为在线教育质

量提升提供新的思路。因此，在线学习投入研究显

示出巨大的发展潜能。在线学习投入未来会沿着以

下方向迈进:

( 一) 研究视角: 转向学习生态观

毋庸置疑，“聚焦学习者”的心理学视角和“突出

学习社群”的社会学视角分别对在线学习投入的具体

描述提供了观照角度，但对在线学习这一复杂系统而

言却是不完全的。随着生态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生态

平衡与持续发展成为当代学习研究的重要取向。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用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学习活

动的观点开始崭露头角，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学习生

态观”(the Ecology of Learning)。“学习生态观”提倡

用整体、适应和多元的角度透视学习，以还原学习的

本真面孔(刘玉梅等，2012)。它表现出整合“聚焦学

习者”的心理学视角和“突出学习社群”的社会学视

角的倾向。在线学习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开放性和生

成性等特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在学习

生态观的观照下，在线学习是学习者—教师、学习

者—学习者构成的生态群落与信息资源和技术工具

构成的生态环境之间通过信息传递、能量流动等形成

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集合体。因此，未来研究应从学

习者视角过渡到学习者、学习社群与环境相互作用的

生态学视角，更加关注如何从个体、群体和技术环境

的多维交互角度构建学生在线学习的生态系统，激发

学习者与技术环境开展信息资源的传输、交流、反馈

和循环，实现自组织学习，促进学习者在有机统一的

信息环境中身心获得愉悦体验和专注投入。
( 二) 结构维度:关注情感投入的情感存在

情感存在是学习者与支持在线学习的技术工具、
课程内容、同伴以及教师交互过程中各种情绪和情感

的外化，是情感投入的具体表现(Cleveland ＆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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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2012)。它广泛存在于认知存在、社会存在和教

学存在中。只有当学习者在情感上接纳认同在线学

习的意义和价值时，他们才会愿意投入并努力学习。
卡夫(Kahu，2014)指出，兴趣和归属感是在线学习者

情感存在的两个关键要素。他通过对新西兰地区 19
名远程教学大学本科一年级在线学习者开展在线学

习兴趣和归属感的调查后发现，兴趣能够保证学习者

学习的持续性，促进深度学习;归属感有利于学习者

缓解和消除学习中的焦虑。换言之，包含兴趣、归属

感在内的情感存在能够有效地促进学习者的行为投

入和认知投入。卡夫也指出，尽管情感存在如此重

要，但常常被忽视。因此，关注学习者情感存在，激发

学习者的情感投入，进而优化学习者的在线学习体验

将是今后在线学习投入研究的方向。
( 三) 教师角色: 突出教学存在的知识创新

在当今互联互通的网络学习时代，每个学习者

既是已有信息和知识的消费者，更应该成为新知识

的生成者。学习者的知识生成与创新能力强有力地

证明其学习投入的深度，然而众多研究显示，学习者

大多仅停留在对在线学习环境中大量信息的涉猎，

没有进行深层的思考和加工，知识反而出现碎片化

现象。扩普 (Kop，2011) 提出联通主义在线学习环

境中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有四种:聚集( relate)、关联

(aggregate)、共享( share) 和创造( create)。聚集指

学习者收集和获得大量学习资源;关联指学习者在

学习新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并试图将新知识与已

有知识发生联系;共享指学习者与同伴分享信息资

源和学习成果;创造指学习者通过反思和意义建构

生成自己的知识“人造物”。研究显示，在注册并参

加 2010 年秋季 MOOC“个人学习环境—网络和知

识”( 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s—Networks and
Knowledge)学习的 1616 位学习者中，绝大多数学习

者止步于在网络世界中集聚资源、将已有知识与新

资源发生一定的关联、共享已有资源，只有 40 ～ 60
位学习者真正投入到数字化“人造物”(digital arte-
facts)的创造和生成活动中。新知识的生成和创新

往往聚集于知识“人造物”中，教师如何设计、组织

有一定挑战性和情境性的学习活动与任务? 什么样

的评价和反馈能够鼓励学习者不断进行知识重组和

创造的行动? 这将是深化在线学习投入中教学存在

研究的方向。

( 四) 投入评价: 强调深度交互的引导与测量

网络学习交互的本质是学习者为了建立连接和

创建网络( 认知、社会、概念)、持续发展与优化，与

学习环境中的主体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按

照认知参与度，其从浅到深可分为操作交互( 学习

者为了开展学习，与媒体和技术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寻径交互(与人和信息的联通)、意会交互( 以

人际交互为支撑的学习者与内容之间的深度交互，

包括聚合与分享、讨论与协商、反思与总结、决策制

定)和创新交互(知识创造和生长的过程) (王志军

等，2015)。许多研究表明，在线学习投入低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学习者的交互程度低。例如，很多学习

者的发帖只是回应课程学习的硬性规定，发帖内容

学术性不浓厚，缺乏深层次思考;有些学习者碎片化

地浏览大量发帖内容和博客信息，却没有实质性地

进行信息的再加工、创造和生成，使其时间上的投入

与学习成果的产出成反比。针对这一问题，一些研

究者开始思考“如何引导学习者从较低层次的操作

交互、寻径交互走向意会交互与创新交互，并对学习

者的深度交互进行测量评价”等。有研究发现，特

定主题的锚定异步讨论( anchored asynchronous on-
line discussions) 比非锚定异步讨论( standard asyn-
chronous online discussions) 更有助于促进学习者深

度理解和批判性思考他人的发帖内容，并通过信息

的加工、处理，生成富有创新性的自我观点，提高交

互的质量和学习品质(Alrushiedat ＆ Olfman，2013)。
( 五) 技术影响: 回归理性分析

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总是在变革教育和提高教

育质量等方面被寄予厚望，直到发展至一定阶段，人

们才发现技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无所不能和“包

治百病”。无独有偶，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在利用

技术提高学习者在线学习投入的过程中也正经历着

从唯一性确证到理性辩证分析的转变，让技术应用

回归到学习的本质。已有研究也指出，技术在扩大

学习者信息获取量、提高信息获取便捷度、促进交互

的同时，也出现了弊端。例如，讨论区、Wiki、Twit-
ter、博客等工具容易造成学习者的信息超负荷，引

发认知负载问题，导致他们要么“迷航”在信息堆

里，要么逐渐失去学习兴趣甚至辍课。其实，不同的

技术工具对学习者学习投入的影响差异较大。卡图

克(Katuk，2013)通过调查马来西亚大学 41 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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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两类引导式学习系统中的投入状态和行为模式

后发现，能够诊断学习者已有知识、知晓学习者的偏

向和学习目标的局部引导式在线学习系统内容呈现

方式更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并能持续提高学习

者的学习投入度，而支持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路径

的完全引导式在线学习系统却使学习者的学习投入

有所下降。
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如何选择、设计和开发恰

切的技术工具，以激发和保持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投

入? 如何优化、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在线学习系统，以

增强和提高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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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Research in Foreign Countries

YIN Rui ＆ XU Huany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rt of online learning． Promoting learners’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a highly important issue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get the status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re-
search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this study collected all foreign research on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has been extended，one of which is defined as onlin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nd behaviors，and the
other is extended to all kinds of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existed research on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focus on three types，including describing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analyzing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making the assessment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online learn-
ing engagement involves behavior engagement，cognitive engagement，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essentially． But
agentic engagement and metacognitive engagement are also propos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structure of online learn-
ing engagement． As to the relevant factors，learner，teacher and technolog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online learning en-
gagement． And to the assessment，some measuring scales are developed and widely used．

The research of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in the future will show the following five trends: First，the ecology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learner，community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will be emphasized． Second，the
study on emotional presence focusing on emotional engagement will be highlighted． Third，the presence of teaching
knowledge innovation orientation will be emphasized． Fourth，it will emphasize on guiding and measure the depth of
interaction． Lastly，due to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it will move from a single confirmatory study to rational dialecti-
cal analysis with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emphasized．
Key word: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cognitive presence; social presence; emotional presence; teaching pres-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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