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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学习资源的利用现状及对策 

——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 

李凯宁 杨小军 张启琰 

（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摘 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学习资源越来越丰富，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也开始摆脱传统的课堂进入

网络学习时代，对安徽财经大学在校大学生的网络学习资源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分析学生影响网络学习的关键

因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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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今社会，网络学习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学习的方式,包括安徽财经大学的各大高校也正在进行教学改革，将传统的课堂教学

与网络教学课程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的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将学分与网络课程连在一起,而且在当今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的背景下，大学生也需要通过网络资源进行自我提高，善于利用网络学习资源，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而

且有利于学生视野的拓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只有提高大学生网络学习资源利用效率,才可以提高新时代背景下个人的能力，另一

方面，对提高安财的教学质量的提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调查对象及过程 

为了解和分析大学生网络资源的利用现状，课题组成员以安徽财经大学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作了抽

样调查，调查背景方面来看,安徽财经大学目前共设有 12 个学院，62 个本科专业，男女比例也存在失衡。分别从学生对网络学

习资源利用意识、认知情况、使用频率、信息素养、基本操作,检索能力以及对网络学习的观点等各因素进行调查，问卷也综合

考虑了性别，年级，专业等一些方面的平衡，覆盖了各个学院和年级学生以做到抽样的最大代表性。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分

为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形式，共 20道多选与单选题，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有效问卷 256 份,有效率 85%。采用 access 数

据库软件对所录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当前我校学生的网络资源利用现状,提取其中的关键因素，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策

略。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基本信息 

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 3：7,大一学生为 102 人，占总人数的 39.84%；大二学生为 84 人，占总人数的 32.81%；大三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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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占总人数的 19.53%；大四学生为 20人，占总人数的 7.81%。考虑到大四学生已经在校外实习，所以参加问卷调查的人数

很少。 

3.2基本认知 

3.2.1关于网络学习资源的认知情况 

安徽财经大学目前已经将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将网络教学课程与学分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认知情况来看，所有调查对象

(100%)都了解教务处系统中的超星网络教学平台，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和高校邦网络教学平台，除此之外,80%的调查对象听说

过慕课,网易云课堂和腾讯公开课等网络教学资源，通过师生同学的途径了解的占 60%,自己主动寻找到的网络学习资源占 40%。 

3.2.2关于网络学习资源的利用状况 

根据调查,90%的同学利用校园网站渠道资源学习,通过校园外的资源网站学习的占总人数的 60%,主要途径有搜索引擎，教育

网站,博客,微信等多种形式,校园网网络资源利用频率最高,一方面是因为搜索方便,容易找到关于自己专业的相关课程,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替代传统课堂学习修学分。 

3.2.3对网络资源的操作 

对网络资源的检索占 58%,对网络资源存储之后加以利用的占 25%,而只有 16%的学生对自己获得的网络资源加以鉴别加工和

再利用。这些都表明大部分学生的网络学习行为很低效率,仍不能真正有效的利用资源。 

3.2.4网络日常学习的基本频率 

根据调查,68%的同学会保持每周都使用网络学习的习惯,这其中包括需要完成选修的网络课程修学分的同学。25%的同学会

在需要的时候利用网络学习资源，剩余 7%的同学只会上几次网络学习课程，日常学习只依赖传统课堂。 

3.2.5对网络学习的观点 

经调查，对于利用网络资源学习，85%的同学认可其重要性和价值，但是仍有 20%的同学认为传统教学模式最为重要，网络

学习无法带入其上课的感觉,另外有 60%的同学表示会积极利用网络资源提升自我，学习新技能。 

3.2.6网络学习的关键因素 

根据以上调查，大学生网络学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自身努力的影响因素最大，决定网络学习效率和成功率的关

键因素是调查者的自身努力程度和自身优秀程度，当调查者的努力程度和优秀程度越大的时候，学习者就越会清楚的认识到网

络学习资源利用的重要性，也会更努力的利用网络学习资源，从而会形成良性循环。其.次是网络学习平台的知名度，越是知名

度高的平台例如网易公开课，慕课等网站，越能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学习主动性。最后是同学，老师和朋友的沟通与交流。因此，

网络学习的利用是以网络为学习平台，学习者主动进行学习的一种行为方式。 

4.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查阅相关研究成果和收集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认为造成大学生网络学习效率底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3 

一是大学生网络学习意识较差,有些学生还未意识到网络学习的优势;二是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没有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三是

网络学习没有准备充足，当面对的网络学习资源较多且复杂时，就会不知道从哪下手。四是容易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不能集中

注意力，容易被外在的事情所打扰和中断学习，使得网络学习的效率变得底下。所以，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几点建议。 

4.1提高个人网络素养，增强网络学习意识 

假设从网络知识的海洋中认真汲取必定受益匪浅，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恐怕就会迷失其中,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

源。所以首先，大学生对于需要什么资源，合适需要资源加以认真的了解，并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深入的加工和再利用，而不

是简单地占有和存储，这也就是网络环境中学习者必备的信息素养。其次,要合理分配上网时间，调查显示,减少对社交网络的

过度依赖。因此，大学生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要加强自我控制能力，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充分利用网络为自身的能力提升进

行服务。 

4.2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发挥老师的作用 

老师在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学生的学习引导者，学会利用各种网络渠道给予大学生及时

的帮助，以提高学生的网络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为学生做好学习规划，避免其无目的的网络学习，在课堂上形成良好的

网络学习氛围。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交流优势，加强师生交互,不仅可以更好的使大学生利用网络资源，也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

感情。 

4.3积极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与优化 

具体措施可包括: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增加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学术类网络教学资源；开发相关的学习 APP,在校园内加大宣传

力度，保证每个师生都可以了解和享受到学习资源;鼓励师生创新,鼓励教师建设开发自己的精品课程,特别是在线网络课程,积

极上传课程讲义或课件;最后，应将网络课程学习和学分更加科学的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4开设网络素质教育课程，引导学生正确运用互联网 

开设相应的网络资源利用课程，使学生们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游刃有余，掌握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也可以开展相应的

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培养优秀的上网学习习惯，保持正确的学习心态。 

4.5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科学分配时间 

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分不清网络和现实的界限,不能正确认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在

网络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合理利用其时间，所以要学会科学分配时间，一方面避免一味的网络学习，只满足数量而忽略质量，另

一方面，也可以合理有效的掌握所学习的知识,不要只会刷课，而不会听课，保持合理的限度才能提高学习效率。 

5.结论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它具有即时性、便捷性、多样性的特点，它为大学生获取社会信息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是大学生了

解世界和认识社会的媒介。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到国内夕卜、各个领域的最新信息。这有助于大学生深入认识社会的主流

价值观念及其发展变化，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自我的社会角色，增强自我的社会责任感，将自我

的发展融入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去，同时更好地利用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良好环境和丰富资源来实现自我的发展。“E时代”也是

迅速创造距离的时代，在纷繁的现象背后，仍是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清静的大学校园也是如此。我们大学生应从各种利弊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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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适时但不沉溺于网络，处理好自身的任务——学习与上网的关系，使网络为我们的大学生活增添绚烂的一笔！只有提高大

学生网络学习资源利用效率，才可以提高新时代背景下个人的能力，以及对提高安财的教学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学校

应重视网络学习，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完善学校网络学习软、硬环境，营造学生网络学习氛围；学生应积极提高自身网络学习

素养，增强网络资源搜索能力；增强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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