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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课程可以通过互联网打破各种壁垒，促进教育公平化。研究网络课程教

学质量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网络课程的建设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学习

动机、学习感知、学习行为等3个方面10个变量入手，对笔者所开设的网络课程的选课学

生开展问卷调查，并运用描述性分析阐述样本特征，采用因子分析探求影响网络课程学习

效果的综合因子，采用相关分析得到综合因子与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网络课程学习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模型结果显示：影响网络课程教学质量

的内部因素为网络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包括学习行为、学习感知和学习动机。学习动机的

影响最大，其次是学习行为，再次是学习感知。影响网络课程教学质量的外部因素是网络

课程建设质量，包括课程所在平台、课程名称设计、课程内容设计、教学过程设计等4个指

标。并从授课教师、平台企业、教育主管部门3个维度提出了网络课程价值深度开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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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和“互联网+教育”的不断发

展，网络教育模式历经AOC、“三分屏”和网络课程的发

展演变，呈现出网络教育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网络学习

环境的不断优化、网络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等发展态

势。但是，目前网络课程的发展也存在课程重复建设、

课程建设质量不高、选课人数甚少、学习效果不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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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不完善、课程价值尚未得到有效提升等诸多问题。

由于国外网络教育开展得比较早，有关网络课程应用研

究也比较丰富，主要涉及以下远程教育、高等教育、教育

技术、教学设计、在线学习、学生态度等方面。 A

Anderson， D Huttenlocher，J Kleinberg，J Leskovec

（2014）[1]开发了个人行为的分类系统，调查得高分与得

低分学生的不同行为模式，发现给予奖励将会更有效地

增加学生的论坛参与度。 A Margaryan，M Bianco，A

Littlejohn（2015）[2]指出虽然大多数MOOC包装良好，但

其教学设计质量较低。HB Shapiro，CH Lee，NEW Roth，

K Li，M Çetinkaya-Rundel（2017）[3]表明来自美国的学生

比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学生更为挑剔，而且女性参与者通

常比男性参与者表现更不积极。国内方面，学者对网络

课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教学模式、教学改革、教学策略、

教学评价等领域。李曙华，李洋，桑新民（2014）[4]揭示了

信息时代建立教学相长、能者为师之新型师生关系和跨

学科师生团队的重要性。胡安珍（2015）[5]认为MOOC教

学模式的特色在于教学功能模块的高效性设计、视频资

源呈现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清晰设计以及基于学

习过程的评价方式。李媛（2015）[6]提出优化大学课堂教

学生态、提高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四点建议：建构四

位一体的教学理念；设计以生为本的教学目标；构建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营造互动交往的课堂教学环境。李鑫

（2016）[7]从网络课程建设的方法、策略以及设计原则等

方面提出了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相关建议。陈丽，冯晓

英（2015）[8]分析了学习理论、教学策略与学习目标的对

应关系，并指出网络课程创新的方向。赵利梅（2017）[9]

提出利用环境创生策略、交互作用策略、绩效支持策略

及知识管理策略进行教学准备、教学开展、学习评价、教

学组织管理等教学策略。柴璐璐，张俊威（2015）[10]对教

育服务观视阈下的网络课程评价各要素——评价主体、

评价客体、评价内容及评价策略进行阐释和分析。梁文

丽（2015）[11]利用SPSS和AMOS对调研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网络远程学习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综上，现有的研究多以某门或某类课程为研究对

象，或对教学设计、教学模式和教学评价的进行研究，或

探讨网络课程建设对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但对网络课

程教学质量提升的研究甚少，同时缺乏对于改进网络课

程价值深度开发所作的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实证分

析研究影响网络课程教学质量的因素，有助于提升网络

课程的建设质量，并从授课教师、平台企业、教育主管部

门3个维度探求网络课程价值深度开发路径。

二、研究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1. 理论基础

（1）认知理论。动机是激发和维持有机体的行动，

并将使行动导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内部驱力。动

机在心理现象中属于心理状态。美国心理学家武德沃

斯1918年最早应用于心理学，被认为是决定行为的内在

动力。动机具有三方面功能：激发功能，激发个体产生

某种行为；指向功能，使个体的行为指向一定目标；维持

和调节功能，使个体的行为维持一定的时间，并调行为

的强度和方向[12]。由认知理论，抽取学习动机指标。同

时，国外学者 A Anderson，D Huttenlocher，J Kleinberg，J

Leskovec 的调查结果也同样显示给予奖励将会更有效

地增加学生的论坛参与度。这也说明了学习动机是影

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2）技术接受模型。TAM（技术接受模型）认为，感

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两个主

要衡量指标。感知有用性是用户主观认为某一特定系

统所提升的工作绩效程度。感知易用性是用户主观上

认为使用某一特定系统所付出努力的程度。[13]由TAM

（技术接受模型），抽取学习感知指标。

2. 模型构建

以认知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依据，结合网络

学习的特点与网络课程的特性，从内部（学习者的学习

动机、学习感知和学习行为）和外部（网络课程建设质

量）2个方面构建网络课程教学质量内外部影响因素模

型（如图1所示），对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对内部

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图1 网络课程教学质量内外部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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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设

原假设H1：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对教学质量

没有显著性影响。

原假设H2：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学习感知对教学质量

没有显著性影响。

原假设H3：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对教学质量

没有显著性影响。

下文通过调查数据，运用SPSS 22.0，分析内部因素

即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感知和学习行

为）对网络课程教学质量的影响，并验证假设的真实性。

4. 数据来源

实证数据来源于在问卷星上发布的《网络课程学习

意愿与学习效果调查》问卷，问卷设计了 10道李克特五

级量表题（如表1所示），面向网络课程学习者收集信息。

面向笔者在超星尔雅上开设的 2017年省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网络营销理论与创新实践》的来自福建江

夏学院、福州理工学院、福建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厦门工

学院、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等省内 5所高校学生及社会学

习者共 518名网络选课学生发放。共回收 327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21份，共回收有效问卷306份。

三、结果及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 306 名学生中，男生占比为 30.1%，女生占比为

69.9%；福建江夏学院的选课学生最多，占比达74.8%；文

科生最多，占比达 50.3%，大学二年级学生最多，占比达

36.6%；学过 2 门网络课程的学生最多，占比达 35.6%；

53.9%的学生最常通过 PC端学习网络课程。基于调研

问卷涉及10个李克特五级量表题，检验分析量表的设计

是否合理，故进行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现采用 SPSS

22.0软件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剔除无效

问卷，进而采用Cronbach α系数对调查结果进行信度检

验。检验结果显示，克隆巴赫系数为 0.920，大于 0.7，说

明量表的总体信度很高，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为了考察原有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现采用

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验证。首先考察希望获得知

识、希望取得高分、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感觉网络课程

更有趣、会有学习计划、会认真学视频、会认真学习PPT、

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试、会极参与讨论、会学习课程资

源等10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是否适合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因子。由表 2可知，巴特利特球

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068.837，相应的概率ρ值接近

0。由于概率ρ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故应拒绝零假设，认

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值

为0.902，表明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

2. 主成分因子分析

（1）因子提取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题项进行公因子方差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值均高于0.6，最

小值为0.607，说明因子可以良好地提取各题项信息。由

表1 《网络课程学习意愿与学习效果调查》问卷设计的李克特五级量表题

问卷题目

我会积极参与讨论

我会学习课程资源

我会认真学习视频

我会认真学习PPT

我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试

我会有学习计划

我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

我感觉网络课程更有趣

我希望通过学习网络课程获得高分

我希望通过学习网络课程获得知识

答案选项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A.非常不同意 B.比较不同意 C.一般 D.比较同意 E.非常同意

表2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Bartlett的
球形度检验

上次读取的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902
2068.837

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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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可知，3个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78.477%，

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为

理想。

图 2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值。可以看

到，第1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

大；第4个以后的因子特征值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

贡献很小，因此提取3个因子是合适的。

（2）因子命名

表4为指定按第1个因子载荷降序的顺序输出旋转

后的因子载荷。可见，会积极参加讨论、会学习课程资

源、会认真学习视频、会认真学习PPT、会认真完成作业

和考试、会有学习计划这 6个变量在第 1个因子上具有

较高的载荷，第1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命名

为“学习行为”。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感觉网络课程更

有趣这两个变量在第 2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第 2

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命名为“学习感知”。

希望获得高分、希望获得知识这两个变量在第 3个因子

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第3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

可命名为“学习动机”。

（3）因子得分

采用回归法输出因子得分系数。根据表 5，可写出

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学习行为)=-0.149×希望获得知识-0.197×希望取

得高分-0.154×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0.083×感觉网络课

程更有趣+0.210×会有学习计划+0.235×会认真学习视

频+0.238×会认真学习PPT+0.175×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

试+0.293×会积极参与讨论+0.250×会学习课程资源

表3 总方差解释

组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初始特征值

总计

5.722

1.222

0.904

0.487

0.470

0.287

0.280

0.256

0.189

0.183

方差百分比

57.216

12.220

9.041

4.868

4.699

2.868

2.804

2.565

1.890

1.830

累积 %

57.216

69.436

78.477

83.345

88.044

90.912

93.716

96.281

98.170

100.000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5.722

1.222

0.904

方差百分比

57.216

12.220

9.041

累积 %

57.216

69.436

78.477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4.240

1.889

1.719

方差百分比

42.395

18.892

17.189

累积 %

42.395

61.288

78.477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图2 碎石图

表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会积极参与讨论

会学习课程资源

会认真学习视频

会认真学习PPT

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试

会有学习计划

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

感觉网络课程更有趣

希望获得高分

希望获得知识

组件

1

0.875

0.848

0.843

0.829

0.745

0.721

2

0.915

0.871

3

0.862

0.781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

法。a. 旋转在4次迭代后已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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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学习感知）=-0.036×希望获得知识-0.081×希望

取得高分+0.614×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0.557×感觉网络

课程更有趣+0.025×会有学习计划-0.020×会认真学习视

频-0.048×会认真学习PPT-0.003×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

试-0.146×会积极参与讨论-0.079×会学习课程资源

F3(学习动机)=0.612×希望获得知识+0.725×希望取

得高分-0.034×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0.086×感觉网络课

程更有趣-0.125×会有学习计划-0.076×会认真学习视

频-0.068×会认真学习PPT+0.004×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

试-0.097×会积极参与讨论-0.061×会学习课程资源

3. 相关性分析

将生成的学习行为、学习感知、学习动机3个公因子

与学习效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可

知，学习效果和学习行为、学习感知、学习动机在0.01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360、0.211 和

0.555，它们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 p值都近似于 0。因

此，当显著性水平α为 0.01时，可拒绝原假设，即网络课

程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感知和学习行为均对学习效

果有显著性影响。同时，可以看出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

的影响最大，学习行为次之，学习感知最小。

4. 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网络课程学习者的学习

效果，根据网络课程的特点，按其网络课程的综合学习

成绩衡量其学习效果，如综合学习成绩为70分及以上则

认为其学习效果较好。70分以下则认为其学习效果不

好。因此，将学习效果划分为“好”和“不好”两种情况，

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合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如表7所示，Logistic回归分析

预测的正确百分比达 79.4％，说明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

析，能够有79.4％的准确性来判断学习效果的优劣，同时

对“学习效果好”的预测准确性更高，达到了“89.2％”。

表8为Logistic回归系数表，第二列为对数变换之后

的回归系数，表示在保持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某

一自变量变动一个单位对 logit(P)相应产生的改变量。

常量与学习行为、学习感知和学习动机 3个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显著性（P值）均为 0，小于 0.01，说明常量与 3个

回归系数具有极其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回归分析的结

果再次验证了影响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学习行为、学

习感知和学习动机。其中，学习动机的影响最大，其次

是学习行为，再次是学习感知。因此，根据表 8，可得

Logistic回归方程式：

logit(P)=1.115+1.467×学习动机+1.148×学习行为+

0.743×学习感知

表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希望获得知识

希望获得高分

感觉网络课程更轻松

感觉网络课程更有趣

会有学习计划

会认真学习视频

会认真学习PPT

会认真完成作业和考试

会积极参与讨论

会学习课程资源

组件

1

-0.149

-0.197

-0.154

-0.083

0.210

0.235

0.238

0.175

0.293

0.250

2

-0.036

-0.081

0.614

0.557

0.025

-0.020

-0.048

-0.003

-0.146

-0.079

3

0.612

0.725

-0.034

-0.086

-0.125

-0.076

-0.068

0.004

-0.097

-0.061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

法。组件评分。

表6 相关性分析结果

学习
效果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尾）

N

学习行为

0.360**

0.000

306

学习感知

0.211**

0.000

306

学习动机

0.555**

0.000

306

表7 Logistic回归分析分类表a

观测值

步骤1
学习效果2

总体百分比

不好

好

预测值

学习效果2

不好

61

22

好

41

182

百分比正确

59.8

89.2

79.4

a. 分界值为0.500

表8 Logistic回归系数表

步
骤
1a

学习行为

学习感知

学习动机

常量

B
1.148

0.743

1.467

1.115

S.E.
0.193

0.171

0.196

0.175

Wald
35.525

18.938

55.810

40.631

自由度

1

1

1

1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Exp(B)
3.153

2.103

4.335

3.049

a. 在步骤1输入的变量：学习行为,学习感知,学习动机

761



管理创新

科技促进发展 ★ 2018年 第14卷 第8期

四、结论与建议

影响网络课程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分为外部因素

和内部因素。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为内部影响因素，包括

学习者自身的学习动机、学习感知和学习行为；课程所

在平台、课程名称设计、课程内容设计、教学过程设计决

定网络课程的建设质量，为网络课程教学质量的外部影

响因素。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动机的影

响最大，其次是学习行为，再次是学习感知的结论。为

提升网络课程的教学质量，深度开发网络课程价值，从

教师、平台企业和教育主管部门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1. 教师应注重提升网络课程的建设质量，优化网

络课程的教学设计

第一，提升网络课程的建设质量。首先，应进行授

课对象分析，因材施教。网络课程学习者专业背景的差

异意味着授课深度必须适度。因此，在授课视频业已拍

摄、制作完毕的前提下，可补充丰富的课程资源，做到因

材施教，为课程学习打下基础。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还

应注意了解学习者的学习情况，收集反馈意见，适时调

整教学设计。再次，秉承素质教育的教学理念，注重培

养学习者的实践能力，提升其就业能力和创业素养。最

后，遵循教学内容“重要、轻松、有趣”的选取原则和学习

资源“丰富、相关”的建设原则。结合学科领域前沿发展

动态，提取重要知识点，设计教学内容，通过精心制作轻

松、有趣的授课视频，以说故事的方式讲述知识点，同时

可在授课视频中合适的位置出现简单的小测验题，有利

于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同时让其自行检测学习效果。

应紧密围绕核心知识点，构建包括研究报告、新闻报道、

人物访谈、案例库、习题库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课程资

源，以帮助学习者全面把握课程内容，建设生动、立体的

课程认知。

第二，优化网络课程的教学设计。首先，教师应设

置合理的导学、督学、促学方式，充分开展教学互动。设

计课前预习、课中学习授课视频、积极参与讨论、随堂测

试、课后作业强化为一体的导学模式，结合课程内容进

行引导。采用随机测试、线上抽查、课后作业、周测试等

督学和促学方式，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提供教学

资料、知识点PPT、重要知识点专题讲座、知识点视频讲

解、师生讨论等方式，促进学习的正常开展和良好的运

作。在教学过程中，可运用平台开发的互动功能，在课

堂面授时段和每日固定时段发布签到、投票/问卷、抢答、

选人、评分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课堂活动，与学生进行充

分的教学互动，可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和学习效

果。其次，构建分工合理的课程教学团队。教学团队构

成为主讲教师、辅导教师、助教和技术支持构成。主讲

教师承担课程录制、课程制作、发布讨论题与学生在线

交流、发布作业和试卷等课程管理职责，帮助学生答疑

解惑；辅导教师辅助主讲教师进行课程的日常管理，主

要负责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并参与课程的在线讨论；

助教负责批改学生提交的作业及试卷，并对作业及答卷

情况进行分析汇总，并将作业及试卷批改情况告知主讲

教师，以及时调整后续课程设置。技术支持为课程运行

提供技术保障，解决教师端及学生端在设置及使用课程

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注重助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教

学团队采用手机、线上留言、QQ群、微信群、微博、线下

等多种方式为学生答疑解惑，确保学生能及时解决问

题，紧跟学习进度，可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最后，设置合理的教学考核与评价体系。为充分激

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可设置由“作业、考试、

章节测验、课堂互动、签到、访问及讨论”构成的多维综

合评价体系。由作业、考试及章节测验 3种形式组成的

评价体系，可以有效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利于授课

教师调整教学进度，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及时

调整。由课堂互动、签到、访问及讨论4种形式组成的评

价体系，相当于平时成绩，可以较为全面地衡量学生的

日常学习情况、课堂参与程度。

2. 平台企业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开发易用的移

动端产品

第一，平台企业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帮助网络学

习者建立正确的选课动机和学习动机。目前，超星集团

的“学银在线”在宣传推广中就彰显了较为鲜明的特

点。“学银在线”是由国家开放大学、新教育研究院与超

星集团联合打造的基于学分银行理念开发的新一代开

放学习平台。学分银行模拟和借鉴银行的机理、功能和

特点，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实现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存

储、认证、积累、转换的学习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15]

第二，平台企业应开发易用的移动端产品，提升网

络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根据《网络课程学习意愿与学习

效果调查》结果显示，53.9%的网络课程学习者仍然最常

通过 PC 端学习网络课程，PC 端的使用频率高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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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CNNIC发布的第 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 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达 97.5%。[16]

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在目前阶段，网络课程学习者

对于PC端的偏好更强。然而如果依赖于PC端，则难以

发挥网络课程无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可进行学习的优

点。因此，平台应开发移动端学习产品，并提升其易用

性，以符合网络学习者利用碎片化的零散时间进行学习

的特点，提升学习体验，增强学习效果。

3. 教育主管部门应提供对网络课程建设、推广的

保障机制与措施

第一，教育部、各省教育厅应建立政策保障机制。

首先，应向社会普及网络课程的优势，达成社会共识。

网络课程通过互联网可让每一个有提升愿望的用户能

够学到中国乃至世界知名高校的专业课程，并获得认

证，跨越时空界限，实现教育公平化。其次，应加大扶持

力度，除重点扶持985、211高校的名师名课外，也应适当

增大对新型应用型本科高校特色课程的扶持培养力度，

激发新型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教学改革、探索的积极

性。最后，应采取措施避免网络课程的重复建设。应建

立网络课程资源库，避免同名网络课程的重复建设，杜

绝资源浪费。应对各高校网络课程的开发建设方向予

以指导，以满足社会需求。

第二，各高校教务处应从授课教师的切实需求出

发，制定保障措施。首先，为授课教师制定系统的培训

计划，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网络教育理念，帮助授课教师

掌握网络课程的建设思路、工具和方法，提升网络课程

的建设质量。其次，制定合理的工作量核定标准，激发

授课教师的积极性，鼓励授课教师投入更多精力加强网

络课程的互动教学和答疑，提升网络课程学习者的活跃

度。再次，提供专业的网络课程制作团队或制作资金保

障，保证课程的制作效果。目前，仍有大量网络课程因

为授课视频粗制滥造，难以得到认同推广，造成了资源

的严重浪费。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高校应与

专业公司合作，合力打造高质量的网络课程。最后，在课

程后续推广中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保证课程的使用率。

部分网络课程建设完毕上线后，选课者寥寥无几，导致授

课教师积极性下降及资源的严重浪费。各高校教务处应

在校内大力推动网络课程的运用，提升网络课程的使用

率，鼓励教师将网络课程引入线下课堂实行翻转教学，通

过教学反馈不断改进网络课程建设，提升整体建设水平，

为申报省级、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A, Huttenlocher D, Kleinberg J, et al. Engaging with Massive Online Courses[J]. 2014: 687-698.

[2] Margaryan A, Bianco M, Littlejohn A. Instructional quality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5, 80: 77-83.

[3] Shapiro H B, Lee C H, Roth N E W,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student experience: An

examination of attitude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7, 110(C): 35-50.

[4] 李曙华, 李洋, 桑新民. 探索MOOCs与现实课堂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科学与圣塔菲网络课程的个案研究[J]. 远程教

育杂志, 2014(5): 17-23.

[5] 胡安珍. MOOC教学模式的分析与研究——基于“Coursera, Udacity, edX”的MOOC课程案例[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5.

[6] 李媛. 基于MOOC推进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策略探讨[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7] 李鑫. 浅议网络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改革[J]. 高教学刊, 2016(16): 160-161.

[8] 陈丽, 冯晓英. 学习理论的发展与网络课程教学策略创新[J].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1): 1-8.

[9] 赵利梅. 高校网络课程教学现状及其有效教学策略研究[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10] 柴璐璐, 张俊威. 教育服务观视阈下网络课程教学评价要素分析[J]. 职业教育研究, 2015(1): 24-28.

[11] 梁文丽. 网络远程学习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2015.

[12] 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4: 223.

[13] 高芙蓉, 高雪莲. 国外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研究述评[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1, 23(2): 95-105.

763



管理创新

科技促进发展 ★ 2018年 第14卷 第8期

[14] 薛薇. 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第3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1: 175+184+263.

[15] 中国网. 闫景臻:“学银在线”开通学分银行建设进入崭新阶段[EB/OL]. http: //www. china. com. cn/education/2017-11/

12/content_41880913. html, 2017-11-12/2018-05-30.

[16] CNNIC. 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223.210.51.64/files/41600000016B8A58/www.cnnic.

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P020180305409870339136.pdf,2018-03-05/2018-05-30.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Onlin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Value
MA Liting1, PENG, Lifang2, LIN Lida1

1. Economics and Trade School of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The Fujian College  s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r Internet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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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course can break through various barriers by Internet so as to boost educational justice. Study on
factors to impac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online course is a realistically guidance on improvement of online course quality.
Questionnaires, in which Author sets 10 variables in 3 scopes -- motive,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of learning, are sent to
students who learn online courses. Author does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s, does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factors to study learning effect of online course, does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gain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factors and learning effect, and employ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build the model of the
factors to impact learning effect of online course.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al factors to impact teaching quality is
the learning effect of network learners. It includes motive,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of learning. The motive is the most
impacting, following is the behavior and the last is the perception. The external factors are online course quality that
includes platform, name, content and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he value- raised methods are brought forwards from 3
aspects - teachers, platform enterprise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s.

Keywords: Online Course; teaching quality; learning effect; cour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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