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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时代,在线课程平台已经成为大学生课下自学的重要平台,但在线课程也正面临着

高辍学率等问题。为了研究大学生在线课程的持续学习行为,本文基于期望确认理论从平台和用户双重视

角构建研究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利用SPSS和Smart
 

PLS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

表明:学习氛围、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以及自控能力显著影响用户的持续学习行为,而期望确认通过感知有

用性影响学生的持续学习行为。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大学生课下在线课程持续学习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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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在线课程学习是指通过网络平台或手机平台进

行课下学习的一种方式。在线课程学习可以扩大学

习的时空范围,有利于学习者获得更多的课外知识。
典型的在线课程平台有爱课程、腾讯课程、学堂在

线、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慕课等。在线课程弥补了

传统教育中学习资源缺乏、教学模式单一的不足,促
进了线上线下教育的协同发展,在新冠疫情期间就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线课程虽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能够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但是由于各种原

因,很多学生不能完全投入在线课程的学习中,一些

在线课程的辍学率已经高达90%以上[1]。如何降

低在线课程学习的辍学率,提高学生的持续学习行

为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厘清哪些因素影响

学生的持续在线学习行为是提高学生学习行为的持

续性,降低辍学率的关键。
在线课程持续学习是指用户坚持使用在线课程

平台进行学习的行为。关于用户持续行为的研究,
主要以期望确认理论(Oliver,1980)[2]为主,并结合

技术接受模型、自我效能理论、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等

理论,构建不同的研究模型研究用户持续学习行

为[3-4]。朱多刚以期望确认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

理论基础,证实了确认程度和感知有用性会显著影

响用户满意度,用户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会显著影

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5]。李琪、李欣等以期望确认

理论为基础,探索了与其他理论的整合路径,也说明

了期望确认理论对用户的持续行为意愿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度[6-7]。从本质上看,在线课程属于信息系统

的一种,在线课程学习行为属于用户行为的一种,结
合以上分析认为,期望确认理论亦可用于大学生在

线课程持续学习行为的研究。
在线学习一般被看作是基于互联网或移动互联

网的教学和学习模式[8]。现阶段在线课程学习存在

持续性学习率低,中途辍学率高的现象。学者们针

对在线课程辍学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持续在线

学习等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就学

生自身而言,拖延行为是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

体现,是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中的恶性行为[9]。此

外,大学生对时间的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

们的学习行为,严格的时间管理在帮助用户形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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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节奏、养成学习习惯等方面具有优势[10]。就平台

质量而言,学习氛围、课程质量、教学质量都会对用

户的学习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11]。良好的学习氛

围有助于学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提升学生对所学

内容的理解和认识[12];课程质量的高低会影响学生

的学习体验,最终会影响用户的持续学习行为
 [13]。

就整体教学效果来看,学习者感知的教师情感支持

对学习者学习倦怠有缓解作用,并且教师创造的积

极氛围对学习者的情绪影响最大[14]。大学生在参

与在线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不能与教师进行实时沟

通,很难了解教师的性格以及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

在线教学的氛围和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有关于在线课程持

续学习行为的研究中,主要是从平台及课程设计的

角度分析影响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的因素,如在线

课程的设计[15]、平台的游戏化[16]等。而钱瑛的研

究说明在线课程的持续学习不仅受到平台因素的影

响,而且会受到学习者自我认知的影响[17]。现有研

究主要从课程内容、课程互动、学习机制以及用户的

内在动机和认知角度研究学习者持续学习的意愿,
而从平台质量因素以及用户自身因素两个方面开展

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在期望确认理论的基础

上,结合平台质量因素和学习者自身因素构建研究

模型,提出研究假设,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验证平台质量、用户自身因素等对大学生

持续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不仅能够从平台

和使用者两个视角分析在线课程学习的影响因素,
而且能够从两个方面提出降低辍学率、提高持续学

习的对策和建议。

二、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

(一)模型构建

从以往研究来看,影响大学生参与在线课程并

进行持续学习行为的因素不仅有平台因素,也有用

户自身因素。因此,本文以期望确认理论为基础,将
平台因素归纳为学习氛围、课程质量、教学质量三个

方面,将时间限制、自控能力作为影响用户持续学习

的用户因素,构建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

图1 在线课程持续学习行为研究模型

(二)
 

平台因素

1.学习氛围

在线学习平台能否给学习者创造出交流、思
考、学习、监督的学习氛围是在线课程能否成功

的关键。在线学习平台的社交化互动对感知有

用性和期望确认具有显著影响[15]。在参与在线

课程学习时,用户期望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寻找学

习伙伴一起探讨问题、共享学习经验、相互监督

鼓励,从而提高学习效率,解决学习中的问题;用
户也期望加入学习交流小组获得学习资源,参与

交流活动,从而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提高用户

对在线课程平台的感知有用性。在线课程在提

供学习资源的同时,也构建了在线交流平台,营
造了一种线上的学习氛围。线上学习氛围越浓

厚,对于在线学习越有益,学生的感知有用性和

期望确认 也 越 强 烈。基 于 以 上 分 析,提 出 如 下

假设:
假设1:在线课程平台的学习氛围对感知有

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在线课程平台的学习氛围对期望确

认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课程质量

在线课程质量是学生学习的关键。在线课

程质量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课程资源本身,如
内容难易性、资源实用性、知识丰富性、知识新颖

性、内容趣味性、条理清晰性等;另一类侧重于课

程教师,如 讲 解 透 彻 性、学 术 权 威 性、语 言 生 动

性、教学启发性等[18]。内容丰富翔实、信息更新

及时、内容清晰准确,能够显著影响用户的有用

性感知[17]。丰富的课程内容,能够给用户提供更

完善的知识;明确的教学目标能够让用户的学习

目标更明确;具有吸引力的课程设计能够吸引用

户持续参与在线课程的学习。因此,在线课程内

容丰富程度、教学目标明确程度、课程的吸引力

是课程质量的重要构成指标,对用户的感知有用

性影响较大。同样,用户对在线课程质量的感知

越高,用户在线学习的期望越容易得到满足。基

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线课程质量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
假设4:在线课程质量对期望确认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3.教学质量

教师在在线课程平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

角色,教师对待课程的态度和教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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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都会影响用户参与在线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和学习体验[19]。教师在教学中的教学风格、教学

方法、教师的性格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

师的教学质量。在用户参与在线课程学习的过

程中,教师的教学风格独特、教学方法新颖、性格

特点鲜明,则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有助于引导

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在线课程教学质量越高,学
习者的 感 知 有 用 性 也 越 高,期 望 满 足 程 度 也 越

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在线课程的教学质量对感知有用性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6:在线课程的教学质量对期望确认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4.期望确认与感知有用性

期望确认是指学习者使用在线课程平台前

的预期与使用后所感受到的确认程度。用户在

使用在线课程平台之前对在线课程平台的学习

氛围、课程质量、教学质量会产生较高预期,在使

用之后用户会得到超过、达到、未达到等不同程

度的确认[15]。不同程度的确认会影响用户的感

知有用性。用户的期望确认程度越高,感知有用

性越强。张蓓等[20]实证发现学生期望越高,自主

学习质量越高,高的学习质量会让学生收获更多

的知识,进而影响学习者的有用性感知。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在线课程学习的期望确认显著正向

影响感知有用性。

5.持续学习行为

在期望确认理论中,期望确认和感知有用性

直接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3]。用户在使用

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之后,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期

望确认,期望确认越高,用户感知有用性越强,用
户则会持续学习。基于前人研究及以上分析,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8: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感知有用性显著

正向影响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
假设9: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期望确认显著正

向影响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
(三)

 

用户因素

1.时间限制

在线课程学习和线下学习相同,都需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时间限制能够直接影响大学生在线

学习行为。本文将时间限制定义为用户在参与

在线课程学习时,由于受到其他事情的影响而使

在线学习时间受限。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中

表现出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

态,它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主要特征[21]。用户

对学习的时间投入,能够说明用户的学习状况。
用户在参与在线课程学习时,投入的时间越多,
则说明该用户在学习时受到其他事情的影响越

少,则用户能够持续参与在线课程的学习。用户

受到其他事情影响越大,学习效果越差,直接影

响在 线 学 习 行 为。基 于 以 上 分 析,提 出 以 下

假设:
假设10:在线学习的时间限制显著负向影响

持续学习行为。

2.自控能力

线下课堂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学校和老

师的约束,学生能够按时上课,但是在线学习比

较自由灵活,学习进度、学习时间由学习者自己

控制[21],自控能力成为在线课程学习成功的关

键。自控能力强的学生能够按时完成在线学习

任务,学习质量也高,而自控能力弱的大学生则

很容易中断学习。学生的自控能力越强,学习效

果越好,学生持续学习的可能性也越大。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在线学习的自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

持续学习行为。

三、研究设计与假设检验

(一)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度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利用SPSS
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通过Smart

 

PLS进

行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为了保证调查问卷测

量的有 效 性,测 量 项 主 要 参 考 了 前 人 的 相 关 研

究,并且结合在线课程平台的特性进行了适当的

调整,形成了初稿。各个问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

量表,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5”。问

卷初稿形成后,进行了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的

结果以及反馈内容,修改问卷,形成正式问卷。
调查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卷

的描述信息,主要是对在线课程的描述以及在线

课程平台的说明;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年级、使用过的在

线课程学习平台,并提示被调查者根据最经常使

用的在线课程平台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作答;第
三部分如表1所示,即问卷测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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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问卷测量项

变量 代码 测量题项 文献来源

学习氛围

XXP1 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上能够与更多同学互动交流,探讨问题

XXP2 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上能够与同学共享学习经验

XXP3 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上能够与同学相互监督鼓励,共同进步

卢宏亮等(2018)[22]

课程质量

KCQ1 在线课程的课程内容非常丰富

KCQ2 在线课程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

KCQ3 在线课程非常具有吸引力

王慧芳(2018)[24]

余仙菊(2007)[23]

教学质量

JXQ1 在线课程的教学目标明确、进度合理、有参考书和思考题

JXQ2 在线课程的教师思维严谨、发音清晰、语言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JXQ3 在线课程教学方法新颖、有课堂互动、气氛活跃

张蓓等(2014)[20]

感知有用性

PU1 在线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PU2 在线课程学习可以解决我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PU3 通过在线课程学习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和知识

PU4 在线课程学习对于我来说非常有用

张赞赞(2018)[25]

期望确认

PEC1 在线课程的学习质量超出了我的期望

PEC2 在线课程的课程质量超出了我的期望

PEC3 在线课程的教学质量超出了我的期望

卢宏亮等(2018)[22]

时间限制

SJL1 我每天会安排充足的时间参与在线课程学习

SJL2 我每天会安排固定的时间参与在线课程学习

SJL3 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引起的时间冲突而放弃已经安排好的课程学习

沈欣忆等(2019)[26]

自控能力

持续学习

行为

ZKA1 我能够控制自己坚持学习完一门在线课程

ZKA2 我能够集中注意力学习完一门在线课程

ZKA3 对于在线课程的学习,我有很强的自控能力

CSI1 我会继续使用在线课程平台学习

CSI2 我将经常使用在线课程平台学习

易玉何等(2018
 

)[27]

  (二)
 

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主要利用问卷星,通过微信、QQ等

发布。共收集数据508份,为提高数据质量,保
证数据的有效性,在数据统计中删除了填写时间

不超过90秒的问卷以及没有使用过在线课程的

问卷,最后的有效问卷为330份,整体问卷的有

效率为64.9%。
样本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在校男大学生94

人,占整体样本28.48%,在校女大学生236人,
占整体样本的71.52%;年龄主要集中在16~20
岁和21~25岁两个年龄段,分别占整体样本的

54.24%、44.55%,学校类型主要集中在普通本

科,占整体样本的87.58%;年级在大学三年级

的居多,占整体样本的53.33%;被调查者使用

过的在线课程平台以中国大学慕课居多,占整体

样本的46.36%。同 时 本 研 究 对 问 卷 中“您 认

为,在 线 课 程 学 习 平 台 存 在 什 么 问 题,如 何 改

进?”统计后发现,被调查者认为在线课程学习平

台中存在较多的问题为“课程收费、有些课程针

对性不强”等。
(三)信度、效度检验

量表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值)为

0.967,说明问卷整体信度较高;KMO值为0.957,
大于临界水平0.6,Bartlett球体检验p=0.000<
0.05,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样本中潜

变量的CR值以及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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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描述统计(n=330)

选项 选项范围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94 28.48

女 236 71.52

年龄

<15 2 0.61

16~20 179 54.24

21~25 147 44.55

26~30 1 0.3

>30 1 0.3

学校类型

高职及高专 15 4.54

民办本科 19 5.76

普通本科 289 87.58

其他 7 2.12

年级

一年级 6 1.82

二年级 106 32.12

三年级 176 53.33

四年级 39 11.82

五年级 3 0.91

使用过的在

线课程平台

爱课程 30 9.09

腾讯课程 98 29.7

学堂在线 35 10.61

网易云课堂 132 40

中国大学慕课 153 46.36

其他 101 30.61

载荷值均大于0.7,AVE值均大于0.5,因此样

本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较好。
效度检验的方式主要分为聚合效度和判别

效度 两 种。聚 合 效 度 用 AVE值 来 衡 量,如 果

AVE值大于0.5,则说明聚合效度较 好。如 表

3所示,所有因子的 AVE值均大于0.5,表明此

样本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判别效度主要通过

各变量 AVE的平方根和变量相关系数来比较

衡量,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变量相关系数则说

明判别效 度 较 好。如 表4所 示,对 角 线 数 值 为

AVE的平 方 根,可 以 看 出 各 变 量 AVE的 平 方

根都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因此判别效度较好。
(四)假设检验

通过 Smart
 

PLS软 件 的 PLS
 

Algorithm 和

Boot
 

Strapping对理论假设的路径关系和研究假

设进行 检 验,通 过t值 来 确 定 显 著 性。假 设 检

验结果和 R2 如 图2所 示。分 析 研 究 结 果 汇 总

如表5所示,假设1、假设9、假设10未 能 得 到

支持,其他研究假设均已得到支持。

表3 测量模型的载荷、信度和效度分析

潜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载荷 克隆巴赫系数 CR AVE

学习氛围

XXP1 3.19 1.011 0.921

XXP2 3.31 1.002 0.941

XXP3 3.25 0.968 0.911

0.915 0.946 0.854

课程质量

KCQ1 3.76 0.883 0.839

KCQ2 3.57 0.876 0.884

KCQ3 3.33 0.893 0.851

0.820 0.893 0.736

教学质量

JXQ1 3.46 0.889 0.905

JXQ2 3.60 0.809 0.903

JXQ3 3.38 0.885 0.873

0.874 0.922 0.799

感知有用性

PU1 3.46 0.843 0.883

PU2 3.47 0.803 0.862

PU3 3.63 0.804 0.882

PU4 3.55 0.810 0.914

0.908 0.935 0.784

期望确认

PEC1 3.34 0.826 0.926

PEC2 3.35 0.804 0.953

PEC3 3.37 0.823 0.941

0.934 0.958 0.884

时间限制

SJL1 3.16 0.907 0.919

SJL2 3.19 0.923 0.900

SJL3 3.06 0.967 0.824

0.857 0.913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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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潜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载荷 克隆巴赫系数 CR AVE

自控能力

ZKA1 3.23 0.923 0.929

ZKA2 3.26 0.902 0.943

ZKA3 3.21 0.894 0.930

0.926 0.953 0.872

持续学习行为
CS1 3.58 0.862 0.927

CS2 3.43 0.852 0.914
0.819 0.917 0.847

表4 判别效度分析

潜变量 学习氛围 课程质量 教学质量 感知有用性 期望确认 时间限制 自控能力 持续学习行为

学习氛围 0.924

课程质量 0.589 0.857

教学质量 0.725 0.675 0.894

感知有用性 0.664 0.662 0.805 0.885

期望确认 0.649 0.609 0.716 0.802 0.940

时间限制 0.608 0.542 0.598 0.667 0.732 0.882

自控能力 0.578 0.538 0.584 0.630 0.662 0.788 0.934

持续学习行为 0.509 0.573 0.604 0.682 0.659 0.641 0.699 0.920

图2 路径关系及其显著性水平

注:***代表在 P<0.001水平下显著,无星号代表

路径关系不显著

表5 研究结果汇总

研究假设 路径系数 T值 结果

H1:学习氛围→感知有用性 0.023 0.404 不支持

H2:学习氛围→期望确认 0.228*** 3.494 支持

H3:课程质量→感知有用性 0.115** 2.468 支持

H4:课程质量→期望确认 0.192*** 3.186 支持

H5:教学质量→感知有用性 0.403*** 5.780 支持

H6:教学质量→期望确认 0.420*** 5.138 支持

H7:期望确认→感知有用性 0.428*** 7.755 支持

H8:感知有用性→持续学习行为 0.316*** 4.203 支持

H9:期望确认→持续学习行为 0.118 1.308 不支持

H10:时间限制→持续学习行为 0.033 0.386 不支持

H11:自控能力→持续学习行为 0.395*** 4.677 支持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研究结果分析

研究结果汇总如图2和表5所示,课程质量和

教学质量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感知有用性,学习氛围、
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对期望确认具有显著影响作

用;期望确认通过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大学生持续

学习行为,而其直接影响作用不显著。在用户因素

方面,个人自控能力是关键,而时间限制的影响作用

不显著。

1.期望确认对在线课程用户持续学习行为的

影响

在线课程平台的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是影响大

学生感知有用性的主要因素。其中教学质量的影响

作用 最 大(0.403),课 程 质 量 的 影 响 作 用 次 之

(0.115)。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是用户能否从在线

课程中获得知识的关键,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越高,
用户获得高质量的知识就越多,从而感知到在线课

程的有用性。而学习氛围对感知有用性并没有影响

(0.023),这与杨根福 MOOC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

响因素研究中社交化互动会显著影响用户感知有用

性不符[15]。首先,有用性主要是用户对在线课程学

习绩效的整体感知,在线课程学习缺乏传统的线下

上课氛围,线上学习主要是个人对电脑或手机,缺乏

与老师、学生之间面对面的、及时的互动等,导致线

上学习氛围不足,用户感知到的有用性也较低。其

次,这可能与被调查用户自身是否愿意参与在线课

程讨论有关,如果用户不愿意参加在线课程的讨论,
则不会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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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平台的学习氛围、课程质量、教学质量

对大学生的期望确认影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现有

的在线课程学习氛围、课程质量及教学质量能够满

足用户对在线课程学习的期望。原因一方面在于大

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本身的期望不高,很容易得到

满足;另一方面是在线课程平台在以上三个方面做

得都已经非常好了,能够满足用户的期望。但是从

实际情况看,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仍然有很多需要改

进的地方,用户对在线课程平台的认知不足,用户期

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研究验证了期望确认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作

用,以及感知有用性对持续学习行为的影响,而期望

确认对用户的持续学习行为影响不显著。根据期望

确认理论,期望确认和感知有用性对满意度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持续使用行为,期望确认并不会直接影

响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一致。
说明在在线课程学习中,用户期望确认的满足会影

响用户对在线课程学习有用性的感知,进而会影响

用户的持续学习行为。因此,满足用户的学习期望

是基础,如何提高用户在线课程学习的有用性感知

是促进用户持续学习的关键。

2.用户因素对在线课程持续学习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时间限制对用户的持续学习行

为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

关,一方面是大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相对比较充足,
时间上的限制对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的影响并不是

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和用户调节时间能力有关,如
果用户能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并调节与其他事情的

冲突,在线学习时间就会比较充足,时间限制对用户

持续学习行为的影响就较小。自控能力对持续学习

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在时间一定的情况

下,用户能否控制自己坚持学习是用户持续学习的

关键,这一方面取决于于用户自身的自制力,另一方

面在于学习是一个自反馈的过程,自制力强的用户

就很容易投入学习中,持续学习知识的渴望就会很

强烈。因此,用户自控能力越强,用户越有毅力坚持

进行在线课程的学习。
(二)

 

研究意义及启发

1.理论意义

本文从用户和平台双视角研究大学生学习在线

课程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在线课程学习行为研究内

容,拓展了在线课程学习行为研究的视角。将期望

确认理论引入在线课程持续学习行为研究中,证实

了期望确认理论不仅可以用于研究系统用户的持续

行为,而且可以用于用户在线课程学习的研究情境

中,丰富了期望确认理论的研究范围。从期望确认

的角度说明了教学质量、课程质量以及大学生的自

控能力是大学生持续学习在线课程的关键因素,为
解决在线课程辍学率和在线学生学习的持续性问题

提供理论支撑。

2.实践启发

结合研究结果,在线课程持续学习行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
一是多方式营造在线学习氛围,提升学习效率。

平台要重视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建立学习小

组,增加学生自主交流的途径,增加视频的功能,让
老师和同学们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面对面交流和讨

论问题;教师可以在学习小组中分享更多优质的学

习资料,让学生得到丰富的学习资源;平台可以设置

打卡奖惩制度,帮助学习者提高自律性,促进学生的

持续学习;在线课程平台可以设置一个专注学习时

长计时的功能,帮助大学生提高专注程度,更加有效

率地学习。
二是提高课程上线门槛,保证在线课程质量。

在线课程平台要严格把控课程的时间长度,时间长

短应该适中;课程内容要主体明确、精炼有用;在线

课程平台应减少付费课程,让广大学生都能用最低

的成本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三是提高个性化在线教学质量。教师可以针对

学生的学习特点,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使课

程个性化。教师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进度要合理;
在教学的过程中,思维要严谨、发音要清晰、语言要

有亲和力;教师的教学方法应保持新颖,要有丰富的

课堂互动。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学习氛围、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显

著影响用户的持续学习行为,而期望确认通过感知

有用性影响学生的持续学习行为,时间限制不会影

响用户的持续学习行为,自控能力直接影响持续学

习行为。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运用扎根理论从使

能和抑能的双重角度探究影响大学生持续学习行为

的因素。此外,本文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问
卷来源是大学生,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缺乏普遍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扩大

问卷的调查范围,增加样本数量,提高研究的适用范

围。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应该加入调节变量,分析在

不同情境下大学生的持续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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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ternet
 

+",
 

online
 

course
 

platfor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students
 

to
 

gain
 

knowledge.
 

Howev-

er,
 

online
 

courses
 

are
 

also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high
 

dropout
 

rat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nline
 

cours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s
 

and
 

users
 

based
 

on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SPSS
 

and
 

Smart
 

PL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course
 

quality,
 

teaching
 

quality,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users'
 

continuous
 

learning
 

behav-

ior,
 

and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affect
 

students'
 

continuous
 

learning
 

behavior
 

through
 

perceived
 

usefuln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

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nlin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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