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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南京市5所高校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网课学习情况抽样调查与分析*

陈 功1 黄华兴1 孟殿怀2，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慕课（MOOC）”为代表

的新兴网络教育模式逐步兴起，网络课程（简称网课）在新形

势下不断完善并创新，逐渐成为一项不可替代的教学内

容[1]。而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间接促进了网课

的迅速发展。为掌握当前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课学

习情况，为后期的返校学习制定精准、有效的教学计划，对江

苏省南京市 5所全国招生高校的 4905名在校大学生网课学

习情况进行在线问卷抽样调查与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0年3月31日—4月5日抽样调查了南京市5所大学

的在校大学生4905名。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方法：群体横断面抽样调查研究。

1.2.2 调查方式：首先通过微信与部分大学老师和学生联

系，对大学生网课学习情况进行调查与沟通，并在南京医科

大学相关统计学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制定出电子版调查问卷

表；然后利用微信小程序“问卷星”创建相应的问卷表，联系

相关学校的管理人员在其学校群中进行微信推送，由学生独

自匿名在线填写，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1.2.3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与家庭网课学习条件、网课学

习形式与满意度、网课学习内容及满意度、网课学习效果等。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采用SPSS 20软件完成分类变量计算频

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连续型变量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

述。

2 结果

本次调查经在南京市 5所相关高校学生微信群里直接

推送，由学生独立、自愿、匿名填写，最后返回4905份调查结

果，包括南京医科大学1020人、中国药科大学618人、南京中

医药大学415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622人和南京邮电大学

1240人（请作者核对例数），相关信息全部有效；男性2334人

（47.58%），女性 2571 人（52.42%）；年级分布大一 2313 人

（47.16%），大二 1231 人（25.10%），大三 953 人（19.43%），大

四244人（4.97%），大五或研究生164人（3.34%）；专业分布理

学类987人（20.12%），工学类1622人（33.07%），农学类79人

（1.61%），医学类1766人（36.00%），文史类451人（9.19%）。

2.1 家庭网课学习条件

见表1。家庭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学生占22.14%；使用

无线局域网或手机网络运营商包月上网课的学生占

89.65%，使用流量计费或其他的占10.35%；有独立房间的学

生占88.36%，没有独立房间或其他情况的占11.64%。

2.2 网课学习形式与满意度

DOI：10.3969/j.issn.1001-1242.2020.09.014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委会2018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2018B-N02036）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10029；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简介：陈功，女，本科生；收稿日期：2020-04-08

表1 家庭学习条件调查结果

家庭月收入（万元）
<0.3
0.3—0.6
0.6—1.0
1.0—3.0
>3.0

家庭网络状况
无线局域网（WIFI）
手机网络运营商包月
手机网络运营商流量计费
其他情况

网课用电子设备（多选）
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iPAD类）
智能手机
其他

家庭学习环境
独立、密闭、隔音房间
独立、密闭房间，但不隔音
独立房间，但不密闭、隔音
没有独立房间或其他

人数（例）

1086
1801
1216
666
136

4017
380
469
39

3575
1067
4634
51

1453
1906
975
571

占比（%）

22.14
36.72
24.79
13.58
2.77

81.90
7.75
9.56
0.80

72.88
21.75
94.48
1.04

29.62
38.86
19.88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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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2。 学 生 最 喜 爱 的 网 课 形 式 是 直 播 或 录 播

（50.43%），而仅提供幻灯仅有12.29%的学生认同；学生最喜

欢的网课平台是MOOC和QQ、微信等平台（60.27%）；对网

课教学资料满意（包括满意和很满意）的学生占 59.63%，但

不满意（包括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学生占7.81%；对网课互

动答疑情况满意（包括满意和很满意）的学生占 56.39%，但

不满意（包括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学生占8.76%；对网课老

师督促管理满意（包括满意和很满意）的学生占 61.18%，但

不满意（包括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学生占7.73%。

2.3 网课学习内容及满意度

见表 3。每天有效学习时间不足 3 小时的学生占比

32.05%，有11.15%的学生不能独立完成作业，而多达36.72%

的学生认为在线测试不能反映自己的真实水平，提前预习的

学生占比只有 36.21%；网课学习过程中，缺乏学习动力

（67.40%）、缺乏学习氛围（75.29%），并有 62.53%的学生认

为，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容易疲劳、影响视力。

2.4 网课学习效果

见表4。对网课学习效果满意（包括满意和很满意）的学

生占比 31.86%，不满意（包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占比

19.09%；绝大部分的学生认为返校后需要重新学习巩固，只有

7.52%的学生认为不需要；对于网课的学习收获，虽然在专业

知识、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有超过50.50%—

63.14%%的学生认为有收获，无收获或其他的占比13.11%。

表2 网课学习形式与满意度调查结果

最喜爱程度的网课形式
直播课
本校老师录课
网上会议双向交流式课堂
慕课（MOOC）等平台公开课
仅提供讲课幻灯（PPT）等资料自主学习

最喜欢的网课平台
超星学习通
慕课（MOOC）
腾讯会议666人
钉钉平台394人
QQ或微信等平台

对网课教学资料的满意度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对网课教学互动答疑情况的满意度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对网课教学期间老师督促管理的满意度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人数（例）

1328
1146
920
908
603

889
1131
666
394

1825

183
200

1597
1733
1192

185
245

1709
1576
1190

171
208

1525
1687
1314

占比（%）

27.07
23.36
18.76
18.51
12.29

18.12
23.06
13.58
8.03

37.21

3.73
4.08

32.56
35.33
24.30

3.77
4.99

34.84
32.13
24.26

3.49
4.24

31.09
34.39
26.79

表3 网课学习内容与满意度调查结果

平均每天有效学习（包括网课和自习）时间
<1小时
1—3小时
3—5小时
5—7小时
>7.0小时

是否独立认真完成网课作业？
是
否

网课在线测试是否能反映真实水平？
是
否

网课期间能做到（多选）
提前预习
认真听课
认真做笔记
课后复习
主动提问交流

网课期间自我管理意识较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网课学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多选）
缺乏学习动力，容易产生惰性
缺乏学习氛围，容易分心走神
缺乏沟通交流，疑惑不能解答
缺乏硬件设备，网络卡顿不畅
缺乏学习能力，知识难以弄懂
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容易疲劳、影响视力

人数（例）

325
1247
1747
1187
399

4358
547

3104
1801

1776
4111
3578
2703
1678

266
534

2012
1412
681

3306
3693
2176
1573
1758
3067

占比（%）

6.63
25.42
35.62
24.20
8.13

88.85
11.15

62.38
36.72

36.21
83.81
72.95
55.11
34.21

5.42
10.89
41.02
28.79
13.88

67.40
75.29
44.36
32.07
35.84
62.53

表4 网课学习效果调查结果

对网课学习效果满意度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您认为返校后网课已学内容还需要学习巩固吗？
需要，重新补课，逐一讲解
需要，重点讲解部分章节
需要，自己单独重新自学巩固
不需要

通过网课学习，您觉得您有何收获？（多选）
专业知识
自我管理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查找收集资料能力
毫无收获或其他

人数（例）

355
581

2406
1011
552

1108
2546
882
269

2628
2477
3097
2798
630

占比（%）

7.24
11.85
49.05
20.61
11.25

22.59
51.91
17.98
7.52

53.58
50.50
63.14
57.04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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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为调查研究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解决

方案[2]。随着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大学线上教育

模式必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线上教育以其突

破时空局限、构建共享机制为独特优势，充分展现了其发展

过程中资源开放性、学生多元化及教师创新性的多重优越

性，从而奠定了高效线上教育发展的巨大潜力[3]。近年来，我

国网课发展迅速，但其质量评价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均相对

滞后，成为制约我国网课快速发展的屏障[4]。尤其是本次疫

情期间，由于特殊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导致返校延迟，很多学

校不得不开展网课教学，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的网课教学情

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以指导进一步的网课教学及后续的返校

课堂教学方案制定，保证教学质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家庭网课学习条件方面，绝大部

分的大学生居家学习条件较好，但仍有10%左右的学生的学

习条件堪忧。该结果提示，在今后制定网课教育政策的时

候，要适当考虑家庭收入差一些学生的学习条件，包括呼吁

相关网络运营商进行专项的减免资费、学校给出适当的网费

资助等，以避免加重困难学生家庭的负担。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网课学习形式方面，学生最喜爱

的网课形式是直播或录播（50.43%）和MOOC和QQ、微信等

平台（60.27%），而不认同仅提供幻灯学习的方式（12.29%）；

同时，大部分学生对网课学习形式是满意的，占比超过

56.39%—61.18%，但仍有接近 10%左右的学生对此不满意。

该结果提示，在给学生提供网课时，尽量采用直播或录播的

形式进行，同时采用一些专业的平台如MOOC或较常用平

台如QQ、微信等，这样更能增加学生的接受度；同时，要根据

学生的爱好、特长，结合学校自身的优势，强化讲课教师的专

业化水准和辅导的责任心，以提升学生的满意度。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网课学习内容方面，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较低（32.05%每天学习时间不足 3小时，11.15%的学

生不能独立完成作业，只有 36.21%的学生能做到课前预习

等），学习的动力与氛围也不足（75.29%），长时间使用电子设

备，容易疲劳、影响视力（62.53%）。该结果提示，除了加强引

导学生自觉外，还可以考虑采用家长督促、远程监控、在线提

问等方式进行强化，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加学习氛围；

此外，网课学习时间较长，容易引起视力下降和肢体疲劳，因

此安排网课内容时要注意控制单次学习时间，并适当结合眼

保健操、体育课堂等肢体运动，以达到劳逸结合的效果。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网课学习效果方面，仅有31.86%

的学生对网课学习效果满意，而有 19.09%的学生表示不满

意；而且绝大部分的学生（92.48%）认为返校后需要重新学习

巩固，还有 13.11%的学生认为网课教学没有收获。该结果

提示，目前的网课学习效果需要进一步提升，在返校学习时，

要加强对网课内容的巩固提升；另外，今后在网课教学中，要

注意对网课教学方式、内容等进行适当提升，以增加学习效

果。

综上所述，网课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其教学理念、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资源和教学目标等的建立与形成

都是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颠覆式的创新与改革[5]。而

由于本次疫情的特殊原因，很多院校由课堂教学模式完全转

变为网课模式教学，在教学，需要充分考虑所采用的学习形

式与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与满意度，

同时明确具体的学习效果；此外，考虑到学生家庭的实际情

况，如偏远通讯不便、网络信号不佳地区等因素，以保证大学

教育的教学效果及公平、公正性。

本次调查为在线调查，采用的方法是微信推送，并由学

生独立、自愿、匿名填写，可以更加真实的体现出被调查者的

意愿，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并未完全覆盖5所高校

所有在校大学生，结果可能因学生是否愿意参与调查的情况

而产生偏移，即本研究所调查到的主动参与的学生和未参与

的学生间可能有部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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