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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者体验视角的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高等院校 

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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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疫情期间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在线学习情况，从学习者体验视角出发，探讨了

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线上开课 1~2 周后，对全国 24所独立设

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及电话访谈，回收有效问卷 135 598份，深

度访谈 16 名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结果显示，学生情感认知维度得分最高，学习动机、学

习行为、课程体验及学习满意度均超过理论均值，而以往在线学习经历维度得分最低，未达

到理论均值水平。由此可见，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在线学习情况总体较好，仍有改进空间，

院校可从课程资源、引导师生互动、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等角度不断完善在线教学方案，同时

要注重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推动，进一步将教育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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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identifying problems of online learning 

from students’ experience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During 

the first two weeks teaching, we conducted nationwide online questionnaires covering 24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several in-depth telephone interviews. We collected 135,598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16 in-depth telephone interview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imension 

of students’ emotional cognition scored the highest, while other dimensions like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scored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averages. Nevertheless, the dimension of students’ past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cored the lowest, not reaching the theoretical averag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overall online 

learning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quite satisfactory. However, further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in online-teaching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viding learning sources, 

promoting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to improving autonomous learning. More efforts should 

also be made to adopt blended teaching mode thus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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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并席卷全国。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学生

学业不受影响，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

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1]
。为应对疫情并响应国家

号召，各中医药高等院校及时出台了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教学实施与管理方案，积极组织学生

通过各种方式在线学习。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高校学生居家开展在线学习，相较于传统课堂其实施效果是否达到

预期目标？学生学习体验如何？重点从哪些方案进行改善？成为当下需要研究并解答的问

题。本研究以全国 24 所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从学习者体验视

角入手，在学生线上开课 1~2 周后，全面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并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探

讨在线教学过程问题所在，希望为各中医药高等院校进一步完善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1 调查设计与实施 

1.1 调查方案设计 

通过对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研究者普遍认为从学习者视角探索在线课程的发展与应用

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2]
，一方面，学生是在线课程的最终使用者，他们的学习心理、参与行为

及体验都影响着课程目标的达成；另一方面，他们的需求及体验对在线课程的设计与教学的

组织有着重要作用
[3]
。研究者将学习者体验（Learner Experience）定义为：学习者对在线

课程环境、在线学习活动、学习交互等多方面的感知和反应，包括学习环境体验、学习活动

体验和学习结果体验
[4]
。此外，一些研究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非常在乎在线课程

的学习体验，也发现学习者体验与学习参与、学习满意度、在线课程质量存在正相关性
[5-7]

。

为进一步厘清学习者体验内容结构，有研究者从相关研究工具和论述中提取学习者体验结构

维度典型观点
[3]
，具体见表 1。 

表 1  在线课程学习体验的构成要素表 

作者 发表时间 学习体验要素 说明 

Udo等 2011年 课程结构、师生交互、学生交互、个体学习 在线学习体验 

Teng等  2012年 教学感知、社会性感知、认知感知 虚拟教室学习体验 

郭淑婷  2014年 学习行为、心理动态和个人特点 远程学习者学习体验框架结构 

吴筱萌等  2014年 主观反应、效果评价、满意度 MOOC课程学习体验 

何春等  2014年 学习行为、课程评价、参与感受 大学生 MOOC学习体验 

从该表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关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与课程有关的体验，

如：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管理与组织等内容；②与学习活动相关的体验，如：学习行

为、教学和认知感知、学习交互等内容；③学习者的感受评价，如：主观反应、效果评价、

课程评价、满意度等。 

本研究基于学习者体验结构和 7 位中医药教育相关学者的建议，以及对 8名中医药高校

学生的预访谈，结合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在线教学实际情况。采用混合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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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调查审视疫情防控期间中医药高等教育在线学习现状，希望找到下一步完善在线教学方

案的着力点。 

（1）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混合研究方法通常有 3种核心的基础设计方案：聚敛式设

计、解释性序列设计和探索性序列设计
[8]
。本研究采用解释性序列设计，其特点和优势在于

先用定量研究来收集和分析数据，然后通过质性研究来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基于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实证研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定量研究部分，通过自主设计问卷先收集和分析研究

数据，通过考察定量分析结果，决定哪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研究环节中深入探索；二是质性研

究部分，旨在对定量研究部分进行补充说明，有助于解释定量研究结果。 

（2）问卷设计。本研究结合学习者视角结构维度及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特点，设计了

“疫情期间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在线教学质量调查问卷（学生版）”，分为以往在线学习经

历、当前在线学习情况、情感认知 3 个部分，其中，当前在线学习情况包括学习动机、学习

行为、课程体验、满意度 4个维度，共计 43个项目，题目内容设置参考了 NSSE-China 量表

（罗燕等，2009）
[9]
、大学生课程学习过程性评价实施状况的调查研究问卷（刘彩霞，2019）

[10]
、

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的调查问卷（陈惠惠，2017）
[11]

以及中国临床医学本科生在线学

习情况问卷（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2020）
[12]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按照五点计分，

理论平均值为 50。克隆巴赫系数为 0.79，KMO 值为 0.715，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

究使用 SPSS20.0 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分析，全面了解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问卷具体观测点及维度，见表 2。 

表 2  各维度观测点及题项情况 

维度 观测点 项目数 

以往在线学习经历 以往学习及老师教学中所采用线上授课形式及线上资源利用情况 2 

学习动机 在线学习学生的学习动机情况 8 

学习行为 主动合作水平、师生互动、学业挑战度 9 

课程体验 
课程目标达成度、形式、反馈、评价考核及课程资源，针对中医

药高等院校学生特点，以及了解临床学习在线学习情况 
13 

情感认知 对疫情关注程度及由此带来的情感认知、专业认同情况 9 

满意度 学生对于在线教学总体满意度及学校相关安排满意度 2 

（3）访谈法。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在分析问卷结果后，设计访谈提纲，进一步探讨在

线学习问题原因与学习者期望。 

1.2 调查实施过程 

问卷调查以全国设立的 24 所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参与在线教学全部学生为

研究对象，通过网上发送问卷并回收 139 611份，有效问卷 135 598份，有效率为 97.13%。

问卷显示，98.58%的学生目前在家学习。其中，男生 39 269 人占比 28.96%；女生 96 329

人占比 71.04%，参与在线学习的学生所在地类别情况、就读专业、所在年级等具体情况，

见表 3、表 4、表 5。 

https://nccmed.wjx.cn/wjx/design/previewmobile.aspx?activity=60567729&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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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在线学生所在地类别情况 

地域 n % 

直辖市/省会城市 16 123 11.89 

地级市 20 299 14.97 

县城或县级市 32 557 24.01 

乡镇 16 041 11.83 

农村 50 578 37.30 

合计 135 598 100.00 

表 4在线学生就读专业情况 

专业 n % 

中医学 28 544 21.05 

针灸推拿学 15 417 11.37 

中药学类 12 692 9.36 

中西医结合学类 15 702 11.58 

民族医学 380 0.28 

护理学 15 960 11.77 

公共卫生类 4 163 3.07 

其他 42 740 31.52 

合计 135 598 100.00 

表 5  在线学生年级情况 

年级 n % 

一年级 43 152 31.82 

二年级 36 083 26.61 

三年级 34 197 25.22 

四年级 16 625 12.26 

五年级 4 570 3.37 

六年级 136 0.10 

七年级 112 0.08 

八年级 247 0.18 

九年级 476 0.35 

合计 135 598 100.00 

访谈抽取北京、成都、江西、贵州 4所中医药高等院校 1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 5 名、女性 11 名；中医学专业 3 名、中药学专业 5名、其他专业 8名；大一学生 2 名、

大二学生 6名，大三学生 8名。采用电话方式进行访谈， 针对问卷结果中发现的相关问题，

包括学习动机、师生互动、网络体验、平台资源、问题与建议等进行深入访谈，以补充解释

问卷调查结果。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各维度得分情况 

将当前在线学习情况的 4 个维度与以往在线学习经历、情感认知分别进行维度分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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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 100 分为满分，50 分为理论均值计算。情感认知维度得分最高为 82.11±14.83，此

维度包括对疫情关注度、中医药自信及专业认同等内容；当前线上学习情况中，课程体验维

度得分较高为 72.10±17.78，其次是学习行为 62.37±16.45、学习动机 58.85±16.16 与满

意度 56.88±22.85，均超过理论均值；以往在线学习经历得分最低为 47.91±21.77，且低

于理论均值。 

2.2 疫情之前在线教与学的经验 

以往在线学习经历是所有维度中唯一低于理论均值的维度。在之前的学习经历中，学生

总是或经常主动采取在线学习的仅占 5.8%和 14.46%，而多数学生很少使用，也有 13.29%的

学生表示从没使用过。教师在之前授课中，仅有 7.68%的教师总是采用线上线下授课相结合

的方法，而多数教师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在调查中，有 88.99%的教师在线上授课时会考虑

到与后续教学环节衔接问题，也就是说，还有 11.08%的教师在学生看来是未考虑衔接问题

的，这也说明了教师混合教学方法的薄弱，且访谈也印证了这一问题。 

2.3 在线学习基本情况 

学生在家学习工具以手机为主，也有多数学生使用电脑。据统计，有 95.47%的同学以

使用手机为主进行在线学习，同时有 56.63%的学生也使用电脑作为主要学习设备，12.28%

的学生会同时使用平板电脑，还有 0.45%的学生会采用其他电子设备，但也有 0.67%学生没

有学习设备。在访谈中，有部分学生谈到在家里无 WIFI 的情况下要使用自己的流量才能上

课，而且网络也有延迟、卡顿、掉线等问题。分别有 47.17%的学生表示网络情况较好；有

35.21%的学生表示 WiFi 信号不稳定；9.02%的学生因为没有 WiFi 信号而仅采用手机流量进

行在线学习；也有 8.6%的同学表示居家无 WIFI 且手机流量不好用。在学习时间花费调查中，

在线参与学习时间与之前线下学习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具体见表 6。 

表 6  线下学习与在线学习时间花费情况 

时间（h） 
线下学习     在线学习 

n % n % 

0~3  39 920 29.44  31 459 23.20 

3~6 55 948 41.26 56 449 41.63 

6~9 32 815 24.20 38 035 28.05 

9~12 5 980 4.41 8 543 6.30 

>12 935 0.69 1 112 0.82 

（1）学习动机。在此次调查中，学生学习动机维度得分高于理论平均值。当问及原因

时，超 60%学生表示因为疫情对自己有所触动，想帮助更多的人。而没有动力的同学与之前

涉及到无法全神贯注听课学生的原因相似，包括学习环境有干扰、形式复杂、课程没有吸引

力，等等。其中，有多数学生认为学习环境不理想是主要原因，这主要跟学生目前居家，学

习环境因家庭环境影响而有所差异。同时也有很多同学表示，学习形式复杂以及老师线上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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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没有吸引力成为他们无法全神贯注听课的原因，访谈中也有同学表示视频讲解节奏较平时

讲课更快，知识点分散无法集中注意力。 

（2） 学习行为。学习行为主要包括学业挑战度得分为 59.58±17.94，主动合作学习

水平得分 62.37±19.60 及生师互动得分 52.79±27.81，其 3 个分维度得分均超过平均值，

主动合作水平得分最高。这其中生师互动得分相对较低，是因为在线教学因其形式限制会给

生师互动带来一定的困难，就此问题进行访谈，学生表示互动性容易受课程形式影响，如果

上课只是看视频，就会缺少与老师互动，但若是直播形式或需要在群内讨论时，会更加调动

学习的主动性。此外，学业挑战度在不同专业中，针灸推拿学得分 60.45±18.23、中医学

得分 60.21±18.08、中西医结合专业得分 59.56±18.06，而民族医学学业挑战度相比最低，

得分 55.51±15.48。 

（3） 课程体验。当前线上学习情况调查中，课程体验高于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课程

体验又包括：课程考核评价得分 72.96±26.23，课程反馈得分 72.88±25.01，课程目标得

分 67.39±19.94 以及课程资源得分 65.85±25.92。通过对参与在线学习的学生进行深入访

谈，以及调查数据反馈，对当前在线学习情况进一步分析得知：①线上课程考核方式多样，

其中，有 84.18%的在线学习都同时采用了课下作业考核的方式；其次为打卡次数形式

78.51%；课堂小测验形式 71.07%；上课回答问题形式 63.92%；小组讨论形式 41.85%；其他

形式为 4.26%。②通识类课程及选修课课程较适合在线授课，临床技能操作不太适合开展在

线教学，这也是医学类学生学习的一大特点。调查显示，认为选修类课程进行在线学习的有

69.01%；其次为通识类课程 67.51%；思维训练课程 32.96%；专业必修类课程 27.07%；而同

时选择临床技能操作课程进行在线学习的仅有 8.26%。③从中医临床教学实践特点来看，学

生认为课前预习、临床理论和病例书写适合在线学习，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按摩推拿、取穴

刺灸、切诊等教学不太适合开展在线教学。调查显示，学生选择课前预习的占比 83.09%；

其次为临床理论 62.39%；病例书写为 35.73%；中医辨证的学习占比 23.31%；用药处方的学

习占比 23.02%；体格检查学习占比 13.15%；而选择在线学习取穴针刺、推拿按摩、切诊等

临床操作课程的占比均不到 10%。 

（4）学习满意度。调查显示，学生总体较为满意，满意维度得分高于理论均值。进一

步探讨发现，学生认为在线学习感觉总体较好，但需要调整才能适应，可以看到在开课 1~2

周内，学生需要时间适应线上教学。①学生表示学校基本按照正常教学计划继续，自己可以

完成课程内容的学习，且教师付出了很大努力进行准备。但也有同学提出线上学习容易走神

且有“拖延症”等问题。②对于返校后，是否还希望有线上教学形式的调查中，有 58.51%

学生表示还可以保留线上教学形式，这其中 9.23%的学生表示非常喜欢线上学习的形式；有

21.5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看老师的要求；也有 19.92%的学生表示疫情结束后不希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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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的方式。③对于各个平台和资源的使用情况调查中，使用较多的平台是中国大学慕

课网占比 63.42%，其次为超星网 55.96%、微信或 QQ直播平台为 48.11%、智慧树为 46.19%，

而采用爱课程、校内网络平台、人卫慕课、网易公开课、学堂在线、虚拟仿真平台、华文慕

课、清华学堂、好大学在线等学习平台占比均不超过 15%，此外还有部分外文学习平台，例

如：Coursera、edX、Udacity 等占比均不超过 1%。④对于自主学习资源获取途径调查显示，

自主学习资源获取途径中通过微信平台获取占比 53.94%、B 站占比 38.48%、腾讯视频占比

26.27%、网盘占比 25.52%、学习强国占比 24.19%、抖音占比 14.66%、优酷占比 12.60%，而

选择考虫、新东方、轻新课堂、BB 平台、快手、YouTube等网络平台占比均不到 10%，还有

3.27%的学生从不通过网站平台获取学习资源。此外，有学生表示平台和软件较多，开始时

无法适应，希望可以统一软件与平台。  

2.4情感认知 

情感认知维度在所有维度中得分最高，其中疫情关注度得分为 82.93±18.51，专业认

同度得分 81.04±18.72，中医药文化自信得分 80.35±17.25。此次调查中，有 17 821 名学

生表示自己父母在参与抗“疫”相关工作。此外，在本次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救助疗效，

也使得许多同学增强了文化自信，同时也更懂得自己肩负的职责，更认同所学专业及未来所

要从事的工作，这些调查结果在后期的访谈也得到了证实。 

3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学习者体验视角出发，通过对 135 598 份有效问卷及 16名学生访谈深入调查

与分析，了解疫情情况下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居家在线学习情况，为疫情期间在线学习研究

提供了实证数据，达到了预期研究目的。研究结果显示，以往在线学习经历分数最低，且低

于理论均值；情感认知维度得分最高；在线学习情况中，学习动机、学习行为、课程体验、

满意度 4个维度均高于理论均值。说明目前中医药高等院校在线教学总体情况较好，但也有

进一步改进空间，院校及教师可有效利用情感认知，提升学生学习动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同时注重课程资源、临床教学、师生互动等问题的解决，院校混合式教学改革需进一

步加强。 

3.1 以往在线学习经历不够普遍，需进一步推动院校混合教学改革 

本研究表明，以往学生在线学习及教师授课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情况较少，学生认为临

床实践类课程不适合线上授课，院校混合式教学改革还需进一步推动落实，临床类课程线上

授课情况还需进一步完善，并突出中医药特色。2016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营造信息化教学的环境，促进教师的教学

理念、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推进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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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信息时代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这之后便拉开了信息化教学的帷幕。各中医药高等

院校纷纷提倡信息化教学，然而此次线上教学尝试，却发现很多院校及教师此前完全没有混

合式教学经验，不仅改革实践没有到位，还浪费了许多线上有效教学资源。此外，学生认为

临床类课程不适合线上授课，但在不得不线上学习的特殊时期，临床实践类课程设计不到位，

中医药特色授课如：按摩推拿、取穴刺灸、切诊等没有得到有效系统地解决。 

各院校及教师应以此次经验为契机，当成一次教学改革，认真进行教学反思，积极研讨

在线课程情况。在教育教学改革中，不仅要关注教育改革的宏观因素，包括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内容等，还要对课堂教学的微观因素进行分析，比如：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培训，

将其推广至更多教师，以及如何有效利用网络资源如虚拟仿真等，开展临床实践相关活动线

上教学，针对中医药特色临床实践活动，利用线上资源，结合返校后教学情况，制定行之有

效的教学方案。 

3.2 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较好，满意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当前在线学习的 4个维度学习动机、学习行为、课程体验及满意度均高于理论均值。其

中课程体验得分最高，满意度得分最低。说明学生课程体验感较好，尤其是课程考核因形式

较多而得分最高，但也注意到课程资源是课程体验维度中得分最低的，课程资源满足率及利

用率有待加强。在学习行为中，主动合作水平得分较高，即使在线上也不影响学生合作学习，

但生师互动维度得分较低。从总体而言，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院校及教师应有效利用课程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当前在线教育情境下的学习

行为并非“完全线上”，应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线上学习，另一个是容易被忽视的线下学

习。全面线上授课开始之时，学校及教师将更多关注点聚焦于线上教学资源、线上教学平台、

手段及方式，而无更多精力关注于学生学习行为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当授课进行一段时

间之后，高校及教师应看到学生学习行为改变，关注学生发展，及时调整在线授课方案。学

生在访谈中提到，若可以在课前提前发布教学资源则效率会更好，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指出

低阶目标指向“知道、理解”，而高阶目标指向“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因此，教师

可利用课前、课中和课后，针对不同层次知识，区分浅表学习和深度学习，或区分低阶认知

目标和高阶认知目标达成等不同层次，从而才能更细致有效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前自主

学习，可更多指向低阶目标的达成，课中的合作探究则通过学生质疑表达、应用迁移和问题

解决而更多地指向高阶目标的达成，课后可通过问题回顾、测验、困惑反馈、拓展思考等提

高巩固两种知识层次的效果，引导学生构建相关知识网络。 

注重引导提升线上授课生师互动水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把持久的、历史生成的、“潜

在行为倾向系统”称为“惯习”
[13]

。这种“惯习”被老师们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习惯性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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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难发现这些行为与观念的不一致。当转为在线教学时，教师应意识到教学形式所带来

的变化，不应把课堂教学完全照搬到网上，而应该注重分析在线授课特点，有效利用在线授

课资源，如学生访谈中提到的群互动或教师积极有效的反馈问题，均会增加生师互动。 

持续改进教学方案，进一步提升满意度。总体满意度得分为在线情况维度中最低分，虽

然高于理论均值，但仍然有进步空间，院校及教师应本着边实践、边研究、边反思的态度，

以此为教学改革的契机，加大课堂反思，改进在线教学方案，提升总体满意度。 

3.3 有效利用情感认知，转化为学生学习内驱力  

本研究中，情感认知维度得分最高，学生对疫情持续关注并因此增强了中医药自信和专

业认同度。一方面，抗疫一线白衣天使治病救人，彰显职业神圣感，医生社会地位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提高，增强了学生专业认同感，坚定了职业选择；另一方面，中医药治疗方案得到

认可，为疫情救治作出贡献，受到社会肯定，从情感上增强了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自信心、

自豪感。这些情感受环境影响从学生内在产生，受疫情影响想学习更多知识帮助他人也成为

影响学生学习动机的主要因素。 

马斯洛认为“学习不是外烁的而是内发的，学生本身生而具有内发的成长潜力”。在

这一特殊时期，由于疫情触动，学生内发的成长潜力得到了较大的释放。认知心理学认为，

学生学习内驱力来源于学习动机，学习动机从来源划分，有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内部动力

具有最强的驱动力和最持久的持续时间。因此，教师要擅用情感因素，以激发学生内驱力，

提高学习效果，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合理科学地设定教学目标，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育人目标，根据当前环境及实际教学内容，注重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和求实的科学态度；②优化教学方法，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实际情况出发创

设问题情景，多启发、多引导，指导学生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③改进考核评价方法，以

评价考核为手段，多途径、多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度。 

4 结语 

本研究对中医药高等院校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对问卷各维度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但由

于篇幅所限，未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习阶段以及家庭因素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未来研究将会进一步开展不同区域、不同学生特点的在线学习情况分析与研究，以获得更多

信息，进而为完善在线教学方案及提出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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