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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内在学习动机与能力感对自主学习能力影响机理

模型以及多群组人口统计变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能力感均正向影响内在学习动机，能力感是

正向影响自主学习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科等因素均调节了大学生的内在学习

动机、能力感，从而对自主学习能力产生影响。据此，应提高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和能力感，增强内在学习动机，进而有效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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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中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研究
——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分析

李连英，成 可，刘 宁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已逐渐成为一种新业态[1]。在线学习对于大学生知识掌握

以及自身素质提高有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通过网络进行自主学习的经验，大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在线学习现状不容乐观[2~3]。因此，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当前和今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已有

研究主要关注传统学习中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对在线学习的关注度不足[4]，并且大多侧重于理论探

讨，缺乏将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内在学习动机与能力感同时纳入自主学习能力影响机制的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个人主观因素与外部客观因素，并通过多群组进行群体差异分析，深入

探讨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内在学习动机、能力感对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自主学习是一种主动、积极自觉的学习行为，它能够有效地执行学习目标，监控学习进度并在必要时进

行调整[5]，是大学生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线学习给大学生自主学习赋予了新特点[6]，培养和提升自

主学习能力需兼顾个人主观因素（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学习兴趣等）以及外部客观因素（网络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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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资源、网络学习平台等）的综合影响[7~9]。

（一）在线环境适应与内在学习动机

在线环境适应是对在线学习环境的感受[10]，社会认知理论通过探讨环境因素、行为、个体因素三者之间

相互作用关系，发现具有良好环境适应性的大学生在学习中能最大程度发挥能动性[11]。外在学习环境与内

在学习动机交互影响[12]，良好的竞争环境以及较高的学习效能感能够增强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习动

机[13]。有学者研究得出混合同步学习环境对大学生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均有显著影响[14]，同时在线环境

相比于传统环境更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动机[15]。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线环境适应与内在学习动机呈显著正相关。

（二）在线环境适应与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在学习活动中具有自主决定学习内容，对学习计划进行自主调整并对整个学习过程

进行自我监控，对学习结果进行自我评估的能力[11，16]。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在线环境的适应性对其自主学习

能力有重要影响[17]。在线学习中，学习资源具有共享性，通过互相学习交流，可以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18]。许周茵与李明今（2019）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在线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因素、学习支持因

素、学习社会结构因素）可对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产生直接作用，也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对自主学

习能力起间接作用[1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线环境适应与自主学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三）能力感与内在学习动机

“能力感”是指个体对自身完成在线学习所需能力的认识[10]。边玉芳（2003）从三元交互作用论和自我效

能感理论出发，论述了自我效能感包括“能力感”“努力感”“环境感”“控制感”四个维度，“能力感”最接近自

我效能感的本义，是自我效能感中最重要的结构，也是在线学习自我效能感最重要的维度[20]。研究发现，在

一般情况下，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正向显著，可以预测大学生学习动机[21]。高自我效能感大学生对在线学

习持更积极的态度，具有更强的学习动机[22]；低自我效能感大学生学习动机相应较弱，更可能回避在线学习[23]。

李鹏和曹丽华（202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在高等数学学习中，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的正向

影响非常显著，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尤其是内在动机的影响显著[24]。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能力感与内在学习动机呈显著正相关。

（四）能力感与自主学习能力

在线学习中，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各维度提升效果不同，其中“能力感”提升效果较为显著[25]。增强自我效

能感能促使大学生从心理认知层面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并努力提高自主学习能力[21]，自我效能感与自主学习

能力正相关关系非常显著[26~27]。李珩（2016）基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个体在英语自主学习中的潜能发挥，要正视学习者在自我效能感和自主学习能力上的个体差异[28]。因

此，提出以下假设：

H4：能力感与自主学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五）内在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

在线学习动机是衡量学习活动主动性的重要主观因素[29]，在大学生学习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30]。总体

来看，学习动机由内在学习动机与外部学习动机组成[31]，内在学习动机强度大而稳定，与外部学习动机相比

更具促进作用[32]。布鲁纳学习理论强调内在学习动机才是促进主动持续高效学习的真正动力，应当积极引

导内在学习动机，将外部动机转化为内在动机，从而驱动自主学习。研究表明，学习动机与大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33]。庞维国（2001）认为内在学习动机是自主学习不可缺少的内部条件，大学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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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内在学习动机，就不可能自觉地确定学习目标，从而难以实现自主学习[8]。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内在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参与在线学习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抽样与分层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江西

省内7所主要高校作为分层基点。2020年10－12月，通过问卷星在线网络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收集，再根

据实际线上调查情况开展线下补充调查。每所学校发放问卷120份，分别对大一至大四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的大学生进行抽样，共发放840份问卷，收回745份问卷，问卷回收率约为88.7%，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为668份，有效问卷率约为89.7%。

在有效样本中，按性别划分，男生占48.8%，女生占51.2%；按年级划分，大一占25.6%，大二占25.9%，大

三占23.8%，大四占24.7%；按家庭居住地划分，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的占28.3%，县城的占31.6%，

乡镇/村的占 40.1%；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高收入家庭占 8.4%，中等收入家庭占 51.8%，低收入家庭占

39.8%；电脑拥有情况方面，拥有个人电脑的占91.6%，说明基本具备在线学习条件。

（二）研究工具

文研究所涉及的量表均借鉴了成熟量表。在线环境适应量表以冯廷勇等（2006）编制的大学生学习适

应量表[34]为基础，依据王雪松（2019）[11]的研究，借鉴其问卷中在线环境适应部分，设计了3个项目；内在学习

动机量表以Amabile等（1994）编制的量表[35]为基础，依据李莹莹等（2020）的大学生网络学习满意度量表[36]，

借鉴该问卷中学习动机部分，设计了4个项目；能力感量表依据 Jashapara等（2011）[37]在GSES量表的基础上

编制的大学生在线学习效能量表，由谢幼如等（2011）的大学生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10]修订而成，设计

了 3个项目；自主学习能力量表以Pintrich等（1990）[38]、朱祖德等（2005）[39]编制的大学生自主学习量表为基

础，并依据王雪松（2019）[11]的研究修订而成，分为自主决策能力、自我监控能力以及自我评价能力三个维度，

分别有5个、3个、4个项目，合计12个项目。量表均采用Likert 5分法测量，要求受访者从 1（非常不同意）至

5（非常同意）进行评定。

（三）数据分析方法

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采用SPSS26.0软件分析调查数据，以Cronbach’s α系数、因子载荷、Bartlett’s球形

检验、KMO值测量模型的信效度；通过AMOS23.0软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变量间的内在交互关系、估计

模型路径系数、检验理论假设，以大学生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四个变量作为依据进行多群

组分析，再进一步比较多群组分析估计结果。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使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在线环境适应、能力感、内在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能力量表4个维

度 Cronbach’s α系数在 0.700~0.810之间，均高于 0.700，且高信度区间 4个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4，大于0.9。KMO在0.650~0.791之间，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值小于0.05，说明问卷效度较好，具有较好

的信度与效度，具体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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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测量指标得分平均值及因子分析结果

构念

在线环境适应

能力感

内在学习动机

自主学习能力

因子

-

-

-

自主决策

能力

自我监控

能力

自我评价

能力

测量指标

在网上下载各类有用的学习资源对您来说很容易

在线学习对您来说很容易

您熟悉整个网络的使用环境

您自信能够通过在线学习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您能够应付在线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

如果在线学习中遇到难题，您通常能够找到几种解决的途径

在线学习是为了查阅学习相关资料

在线学习是为了提高专业素质和技能

在线学习是为了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线学习有助于就业、深造和长远发展

您可以根据在线学习目标选择接下来要学习的重点内容

您可以根据自己在线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及时地调整自己的

学习计划

您能够根据在线学习内容，采用适当的学习方法

您会有意识地寻找合适的在线学习伙伴

您对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会主动通过网络向他人求助

您相信自己通过在线学习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即使不感兴趣的在线课程，您也会努力想办法学好

您经常主动对自己的在线学习情况进行自我检查

您对自己的在线学习很有信心

您会在一章在线学习结束之后进行小结，巩固学习内容，查漏

补缺

您能及时对自己的在线学习状况进行回顾、反思、总结

在线学习中，您会注意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同学的学习成败情况

以获得自己在某一任务中的自我效能感

得分平均值

（Mean±S.D）
3.593±0.862
3.630±0.808
3.360±0.937
3.503±0.800
3.522±0.777
3.496±0.815
3.970±0.695
3.925±0.689
3.862±0.762
3.888±0.765
3.801±0.719

3.756±0.734

3.749±0.745
3.326±0.989
3.581±0.880
3.364±0.980
3.355±0.933
3.404±0.882
3.358±0.901

3.388±0.882

3.406±0.862

3.563±0.902

Cronbach’s
Alpha
0.700

0.778

0.800

0.714

0.712

0.810

KMO
0.650

0.698

0.785

0.761

0.673

0.791

（二）模型拟合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所有的研究路径假设，分析结果见表2，各项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模型拟合优

度较好（见表2）。
表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指数

标准

测量值

绝对配适度指标

CMIN/DF
＜3
2.521

RMSEA
＜0.08
0.048

GFI
＞0.9
0.966

AGFI
＞0.9
0.948

相对配适度指标

NFI
＞0.9
0.956

RFI
＞0.9
0.942

IFI
＞0.9
0.973

CFI
＞0.9
0.973

（三）假设检验

由表 3可知，本研究提出的H1、H3、H4、H5的假设路径系数都为正数，且均达到了 5%以上的显著性水

平，因此这4个假设均得到了支持。H2假设不显著，因此不支持。

内在学习动机是在线学习中的主要驱动力[40]。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对内在学习动机路径系数为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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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线环境适应是提高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传统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而在线学习具有

师生分离、环境监控较弱等特点[41]，对于不适应网络学习环境的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会下降，不能达到预期

的学习效果。能力感对内在学习动机路径系数为0.203，说明能力感对内在学习动机影响较弱。原因可能在

于能力感和内在学习动机同属个人情感因素，自我效能感是通过中介实现主体作用，同时，也有学者推断出

自我效能感可能通过其他中介对动机产生间接影响，所以直接效应较弱[28]。

能力感是影响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能力感对自主学习能力的直接效应大于内在学习动机对自主

学习能力的直接效应（0.490>0.297），说明增强能力感对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具有更显现的作用。在线

学习中，能力感高的大学生，对在线自主学习有较高自信和更大的热情，更愿意投入精力坚持在线学习[42]。

而能力感低的大学生，容易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不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学习目标，对在线学习的信心不足，

甚至回避、拒绝在线学习。此外，在线环境适应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不显著（H2），究其原因，可能与大学

生被动进行在线学习有关，大学生从往常依照兴趣主动利用在线资源学习到强制在线学习常态化，一方面

在线学习没有老师监督，学习意志力不够坚定，另一方面，常态化在线教育多为课程内容的学习，大学生自

主学习效率低下。

表3 理论模型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

假设

H1
H2
H3
H4
H5

路径

在线环境适应→内在学习动机

在线环境适应→自主学习能力

能力感→内在学习动机

能力感→自主学习能力

内在学习动机→自主学习能力

Estimate
0.286
0.064
0.203
0.490
0.297

S.E.
0.075
0.060
0.066
0.057
0.046

C.R.
3.191
0.861
2.362
6.375
6.170

P
**

0.389
**
***
***

假设结果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注：***、**、*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四）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学者多利用多群组分析检验理论模型是否适配不同的群体，如果模型是适配的，则说明

样本属性变量具有调节作用，再进行群体差异分析[43]。因此，为进一步检验在线环境适应、能力感、内在学习

动机和自主学习能力四个变量在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因素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使用AMOS23.0软件以大

学生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学科五个变量作为依据进行多群组分析划分，将所有被试对象

分为两组（见表4），使两组的样本量差距最小，从而将检验误差最小化[44]。然后对多群组分析估计结果进一

步分析（见表 5）可知，CMIN/DF<3，RMR<0.1，RMSEA<0.08，GFI>0.9，TLI>0.9，CFI>0.9，均达到判定标准，说

明人口统计五个特征因素均具有调节作用。

表4 多群组分析划分

变量

性别

年级

学科

变量定义

男

女

高年级

低年级

文科

理科

占比（%）

48.8
51.2
48.5
51.5
52.4
47.6

变量

家庭居住地

家庭经济状况

变量定义

城市

村镇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占比（%）

59.9
40.1
60.2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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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多群组分析结果

变量

性别

年级

家庭居住地

家庭经济状况

学科

男

女

高年级

低年级

城市

村镇

≥中等

<中等

文科

理科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MIN/DF
1.843
2.199
1.918
2.063
1.755
2.310
1.854
2.956
2.099
1.635

RMR
0.028
0.025
0.029
0.026
0.022
0.030
0.024
0.036
0.027
0.027

GFI
0.951
0.944
0.950
0.948
0.961
0.928
0.961
0.948
0.945
0.955

TLI
0.959
0.946
0.953
0.955
0.970
0.922
0.967
0.951
0.951
0.968

CFI
0.969
0.959
0.964
0.966
0.977
0.941
0.975
0.963
0.962
0.975

RMSEA
0.051
0.059
0.053
0.056
0.044
0.070
0.046
0.064
0.056
0.045

以人口统计变量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分析结果（见表6）显示，在H1中，男性比女性影响更显著，这是因

为男性受外部客观环境影响较大。高年级群体比低年级群体影响更显著，主要由于高年级群体面临就业压

力，更能够让其内在学习动机提升。家庭居住地在城市的群体影响显著，居住在村镇的群体影响不显著，究

其原因，居住在城市的大学生，从小受到家庭、学校的引导、支持、训练，对于在线学习更加熟悉，能熟练运用

网络进行学习，对于在线学习的动机更强。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及以上的群体影响显著，家庭经济状况在

中等以下的群体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及以上的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网络和

在线学习，熟悉丰富的在线教学资源，在线学习的动机相应增强。文科群体比理科群体影响更显著，原因可

能在于不同类型的课程对在校教育的匹配程度不同，转变为在线教学后的效果也不同。

在H3中，女性影响显著，男性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学习情境的变化，强制性学习压力消除后，女

性相比男性自控力更强，对学习成绩更为看重，努力程度高，对在线学习的信心越高，其内在学习动机越

强。低年级群体影响显著，高年级群体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高年级大学生面对的就业压力有关，提升其能

力感并不能提高其学习动机水平。家庭居住地在村镇的群体影响显著，居住在城市的群体影响不显著，原

因可能在于居住在村镇的大学生虽缺乏相应的条件，但更加努力，即使对不感兴趣的在线课程也会努力学

好。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及以上的群体影响显著，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下的群体影响不显著，原因主要

在于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上的大学生使用网络进行在线学习更便利，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学习目标，使其

内在学习动机更强。理科群体影响显著，文科群体影响不显著，说明通过增强理科生在线学习的自信心能

够提高其内在学习动机。

在H4中，男性比女性影响更显著，原因主要在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学习心理机制不同，男性相比于女

性而言，增强其能力感更能激发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高年级群体比低年级群体影响更显著，高年级大学

生在线自主学习过程中更看重是否具有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心。家庭居住地在村镇的群体比居住在城市

的群体影响更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居住在村镇的大学生缺乏在线学习经验，提升其完成在线学习目标的自

信心更能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下的群体比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及以上的群体影

响更显著，因为前者与后者相比，能力感的增强更能够让其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理科群体比文科群体影响

更显著，说明相比于文科群体，增强理科群体能力感更能激发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在H5中，男性比女性影响更为显著，说明相比于女性，增强男性的内在学习动机更能使其自主学习能

力提升。低年级群体比高年级群体影响更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低年级大学生刚接触大学教育，对在线学

习有更多的热情，与高年级大学生相比增强其内在学习动机更能够有效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家庭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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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镇的群体比居住在城市的群体影响更显著，原因主要在于居住在村镇的大学生在线自主学习过程中更

看重是否具有学习兴趣。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及以上的群体比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下的群体影响更显

著，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上的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增强更能够让其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文科群体比理科群体影响显著，有可能是因为文科大学生与理科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式不同，增强

其内在学习动机更能激发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表6 多群组分析估计结果

假设

H1
H2
H3
H4
H5

性别

男

0.303**

0.019
0.224
0.543***

0.302***

女

0.285**

0.126
0.180*

0.446***

0.257***

年级

高年级

0.462**

-0.136
0.140
0.700***

0.257**

低年级

0.202*

0.222**

0.191*

0.322***

0.355***

家庭居住地

城市

0.393***

0.101
0.124
0.398***

0.274***

村镇

0.159
-0.003
0.313**

0.636***

0.329***

家庭经济状况

≥中等

0.380***

0.035
0.179*

0.460***

0.367***

<中等

0.135
0.094
0.267
0.517***

0.210**

学科

文科

0.284**

0.032
0.125
0.326***

0.274***

理科

0.209*

0.101
0.169*

0.381***

0.266***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进行了在线环境适应、内在学习动机、能力感对于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影响

的作用机制研究，并探讨人口统计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能力感均正向

影响内在学习动机，其中在线环境适应对内在学习动机的影响程度最大；第二，大学生能力感、内在学习动

机均正向影响自主学习能力，其中能力感是正向影响自主学习能力最重要的因素；第三，多群组分析结果表

明，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科等调节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二）建议

第一，提升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和能力感，增强内在学习动机。在线环境适应是正向影响内在学习动

机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提升大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大学生在线环境适应，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首先，大学生应当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在线学习中必须要学会使用现有网络

资源，主动利用信息工具记录学习过程等，提升自身信息素养。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加强在线学习中

的教学环境设计，重点关注家庭居住地在农村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下对在线学习环境掌握度不够的

大学生，对其开展个性化指导。同时，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在线教学中积极引导大学生了解课程学习

的意义，激发大学生在线学习的动机，增强其在线学习自信心。最后，对于学校而言，可组织知识讲座，讲解

如何搜寻在线学习资源等；可设立专项资金购入精品在线学习资源供大学生免费自主学习，增强大学生内

在学习动机。

第二，增强大学生在线学习能力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能力感是正向影响自主学习能力最重要的因

素，提升大学生在线学习能力感是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的直接途径。首先，大学生自身要树立良好完成在

线学习任务的自信心，日常学习中要主动运用在线信息工具解决问题，自我监控学习过程，提升自主学习能

力。其次，教师在在线教学中多给予大学生期待以及积极的暗示，使大学生在面对复杂在线学习任务时产

生积极的自我暗示，相信自身具备足够能力执行学习任务；关注群体差异，注重提升高年级、家庭经济状况

中等以下男生完成在线学习任务的自信心，教师可个性化设置在线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并对其取得的成

果予以肯定，让大学生在在线学习中获得快乐，增强能力感。最后，学校应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在线学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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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考核体系，从注重知识考核转变为注重能力考核，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

第三，增强大学生在线学习内在动机，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大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的内在学习动机越

强，其自主学习能力越强。首先，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端正在线学习态度，掌握在线学习

时间管理知识，认识到计划学习的重要性，通过实现多个小的学习目标，完成最终的大目标；积极参与在线

合作学习，享受适宜的挑战，主动探索，在过程中增强内在学习动机。其次，教师应激励大学生参与在线课

堂，采用启发式教学等，激发其内在学习动机，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鼓励大学生树立长期的在线学

习目标，使其产生对学习的责任感，促进学习价值的内化。最后，学校要形成良好的学风，一方面，应注重树

立和宣传在线学习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在线学习软硬件设备，为大学生提供适宜的

学习环境，进而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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