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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采用访谈调查的形式，结合“四川电大网络统考微信公众平台”的使用情况，了解成人学生微信移
动学习情况，探究成人学生微信移动学习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成人学生的移动学习尤其是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资源设

计和学习形式设计提供建议，从而更好地促进成人移动学习的深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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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微信公众平台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推出，无论个人或企业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实现与

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之间的全方位沟通与互动。它的信息推

送功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并开始逐渐受到教育领域研

究者的关注。王萍研究了微信的移动学习支持功能，在移动学

习通用设计准则的基础上探讨了微信移动学习的设计原则。

闫晓甜等从高校微课程的教学内容、媒体资源、交互形式等方

面入手构建出基于微信平台的高校教学模式。蒋志辉等依据

PST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并构建了基于微信的“多终
端互动探究”学习模型。王丽丽等人认为构建基于微信的大学

英语学习平台具有移动性和随时性的特点，打破了以教师为中

心的单向知识传授模式，有利于学习者充分利用时间实现语言

碎片式学习。除了微信移动学习理论上的探究，不少学者开始

转向微信移动学习的应用实践研究。田嵩等以阿拉伯语课程

为例，将微网站与微信公众平台结合构建阿拉伯语的移动学习

环境。山峰等人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创建“数据结构”课程学习

公众号，面向 598 名关注用户，采用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
合的方法，分别从学习者的基本特征、学习内容、学习行为、学

习效果四个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目前，微信移动学习已成为

比较重要的移动学习方式之一。然而，已有的对微信移动学习

的研究多是实证研究，很少有从接受微信学习的主体—学生角

度出发去研究这一问题。虽然刘权等对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

育学院的学生就大学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学生对使

用微信辅助英语学习的认识与态度问题进行了调查。但是，从

成人学生角度去研究微信移动学习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成

人学生需要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成人移动学习更加强调为

时间零散的成人学习者提供便捷的链接，通过移动学习进行浏

览、查询和实时交互，支持学习者利用零碎时间点滴摄入的碎

片化阅读。本研究采用访谈调查的形式，结合“四川电大网络

统考微信公众平台”的使用情况，了解成人学生微信移动学习

情况，探究成人学生微信移动学习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成人学

生的移动学习尤其是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和学习形

式设计提供建议，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成人移动学习的深入与

发展。

针对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网教统考过关率明显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我们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向成人学生推出“四川电
大网络统考公众平台”。截至 2017 年 4 月 10 日，共有来自全
国 2139 名微信用户通过自动搜索、朋友圈分享和推荐，选择关
注“四川电大网络统考公众平台”。考虑到网教统考大学英语

（B）成人学生英语水平低和学习时间趋于碎片化，我们根据微
信移动学习的设计原则，从四个维度构建课程学习平台，包括

考试信息、在线学习、考前模拟和师生交互 /生生交互，设置了
六个常用菜单栏目：“网考政策”、“通知公告”、“视频课堂”、

“试题解析”、“在线测试”和“互动交流”。除此之外，教师每天

定点推送复习指导或考试信息，内容主要针对试题解析，形式

主要为文字加图片，对最新试题进行解析，督促学生学习。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在 Z 省 A 市级电大抽取
了 10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同时考虑到市县差异，又从 A市 B
县电大分校教学点抽取 5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 15 名学
生。通过访谈，了解学生对于微信移动学习的态度和存在的问

题。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是学生，为了避免学生在访谈中出现从

众心理，同时，为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采取一对一的访谈方

式。正式访谈在教室进行，访谈内容全程使用录音笔录音。访

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文本转录和整理分析。

三、访谈结果

（一）学生对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及原因

对成人学生进行访谈发现，只有 13％的学生关注了微信公
众号，并且觉得微信公众号对考试复习比较有帮助。剩下 67％
的学生从未听说过“四川电大网教统考公众号”，他们迎考完全

靠从老师那儿拿复习题，开展题海战术，其中 20％的学生知道
有微信公众号的存在，但是并没关注，觉得关注微信对于迎考

不会有太大帮助。学生不关注微信公众号一方面是“四川电大

网教统考公众号”在 B 县县级教学点的推广效果甚小，学生根
本不知道这一微信公众号；另一方面，学生对微信公众号有益

于学习持怀疑态度，即使知道有这一微信公众号，也不愿意去

关注；此外，一小部分学生，由于年龄或者工作性质的原因，基

本不用微信，当然，这部分学生所占比例非常小。

（二）学生通过考试情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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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试的学生占被访谈学生的 60％。这些通过考试的
学生中，55％之所以通过考试完全是因为自己原有英语基础
好，认为大学英语（B）考试难度低。另外 45％学生基础不好，
但是学习自主性强，为自己制定了复习计划，每天都有强化复

习，这 45％包含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并认为对复习有帮助的学
生，他们在自主复习的同时认真学习了微信公众号上的推送内

容和学习资源。

不难看出，关注微信并认真学习微信内容的学生复习效果

很好，说明微信公众号对学生备考有帮助。不过，最关键的因

素仍是学生的自主性。无论移动学习还是以前的网络教学方

式，对于成人学生来说，如果缺少学习自主性，老师又不能很好

地督促和反馈，学生总是被动接收知识，自主学习投入度少，那

么学习效果几乎为零。

（三）未通过考试的情况及原因

40％的被访谈学生并未通过考试，多数学生表示英语基础
差，考试太有难度，还有一部分学生完全没有学习。通过访谈

了解到这些学生未通过考试与英语基础差和自身学习投入度

欠缺有关。在访谈中，学生被问到老师是否发有复习资料或者

开设考前集中辅导班，A市直属部大部分学生都给了肯定的答
复，表示由于个人时间原因没有参加考前辅导或是学习复习资

料。而 B县教学点的学生则表示“没有集中辅导”、“不知道是
否有集中辅导”。

（四）学生使用微信公众号学习的意愿及原因

大部分同学表示愿意用微信公众号来学习，主要包括三方

面的原因：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比较精炼，微信推送真题可以

提供真题实战的机会，微信学习比较方便。他们觉得自己的时

间较碎片，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短小内容适合他们随时随地学

习，比较方便。微信已经深入融合到我们的生活，许多人在空

闲时间都会不自觉地拿出手机刷朋友圈或者看微信订阅的公

众号，学生在自然的学习氛围中接收知识。然后，仍然有个别

学生表示，微信公众号的学习内容“太碎片化”，不够系统，“混

在一起比较乱”。

四、反思与建议

通过访谈，研究者发现在使用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移动学习

试点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电大系统纷杂，微信公众号推广不够

“四川电大网教统考”微信公众号已经创立两年，但是它的

推广仍然不太理想。市级电大的学生只知道公众号的存在，关

注微信公众号的并不多。县级电大学生则是完全没有这方面

的信息。主要原因是由于电大系统分支诸多，如果不是以正式

文件形式下发，而只是口耳相传，那么很多下级电大尤其是教

学点难以知晓这一学习公众号。另外，电大的学习性质对于微

信公众号的推广也有影响。开放教育背景下的学生多数为在

职学生，平常需要承担繁重的自身工作事务，大部分时间的学

习都是通过手机或电脑等移动终端来进行学习，与班主任老师

的联系也都是通过手机等网络形式，老师通过网络转发的消息

学生会选择性忽略，这就导致部分学生知道微信公众号的存在

但是却没有关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考虑把微信公众号的推

广结合省校招生工作一起实行，学生报名的时候把关于网教统

考和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印发给学生。

（二）学生英语基础太差，学习积极性不高

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之前，做了一项针对即将参加网络教育

统考大学英语 B考试的成人学生的问卷，发放问卷 600 份，回
收问卷 54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500 份，有效率 92. 6％。在参
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9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处于小

学水平，学习兴趣不高。这导致学生对于移动方式的学习仍然

兴趣不高，缺少主动性，不愿参与到学习中来。根据英国远程

教育学者西沃特的持续关注理论，远程教师对成人学习者的关

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成人移动学习的质量。与传统教育

相比，移动学习更加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要在教学资源的选

择、教学策略的实施等方面发挥其“导”的作用。在微信移动学

习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导”，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针

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设计难度适中的资源内容。同时，丰富资

源形式，适当增加视频或动画形式。

（三）教师对学习过程可控性低，学生自主学习投入度不高

成人学生学习投入度普遍偏低，这与成人学生的性质相

关。成人学生“平时工作忙”、“家里孩子太小”、“没时间学英

语”，导致他们在学习上花的时间非常少。另外，远程教育这一

学习形式对于学生来说很难有太大约束力，基本都是学生被动

接收学习内容，缺少互动，学生欠缺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反观基本上通过考试的学生均具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时

间管理能力。所以对于成人学生试点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可

以尝试在学习之初帮助学生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并引入打卡

机制，协助学生自我管理。同时，增设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版

块，如学习交流空间，在交流空间中，学生可以互相激励，提升

学习动力和学习积极性，并且定期晒出英雄榜即考试高分学

生，让他谈谈自己的备考经验，对于备考学生来说也算一种激

励。成人学生平时工作繁忙，对于网教统考或学位英语考试只

能是为了应试而应试，他们更倾向于做题看题。在未来的微信

公众号维护中，尽快建成把“在线测试”栏目，学生可以在微信

公众号中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试题测试。对于微信公众

号的消息推送可以适当增加资源形式，如多增加视频内容。

（四）英语师资力量薄弱，学习支持服务不够

市级电大有足够的英语师资，能够完成对学生英语网考的

培训工作和教学辅导，因此市级电大的学生清楚了解英语网考

的相关问题。但是县级电大因为师资力量薄弱，而且四川电大

下属的县级电大多数已经合并到当地的教师进修校，因此只有

很少的工作人员负责电大教学工作，加之县级电大师资力量薄

弱，难以为英语网考学生提供全面的学习支持服务，导致很多学

生不清楚英语网考，不了解考试内容和考试的重要性。鉴于以

上原因，省校英语网考团队拟成立“英语网考及学位英语”QQ工
作群，每个基层电大教学点委派一名教师参与该工作群，由该教

师直接负责本地区的英语网考及学位英语工作。同时省校英语

网考团队也会通过该群，传达英语网考及学位英语的最新考试

动态，为基层电大教学点提供教学支持服务。此外，除了给学生

推送相关学习内容外，还可以利用微信平台为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提供情感支持。如将学生分组，针对不同基础的学习组在学

习过程中给予学习鼓励、设置移动学习的定时提醒等。

五、结语

本研究做的访谈主要基于“四川电大网络统考公众平台”

这一微信公众号的学习情况及存在问题展开，而且这一微信公

众号主要针对网络教育统考英语 B，它的设置与内容推送等均
围绕考试复习展开，与课程学习还是有一定区别。然而，这一

试点公众号的使用学习情况调查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成人学生

基于微信的移动学习情况。总体来说，成人学生还是愿意使用

类似微信学习等移动学习方式，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成人

学生移动学习的自主性从而提升移动学习效果。移动学习时

代，教师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学生总是被动地接收各

种信息，如果没有教师的及时干预，学生只是浏览知识信息，并

没有内化或思考，很容易导致学习效果为零。（下转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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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Adult Students’Mobile Learning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LIANG Min，HUANG Hua，ZHANG Min - zi
（Sichuan Radio and TV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73，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dult students’mobile learning based on the use of the
Sichuan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Network Test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t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obile learning
of adult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learning based on the WeChat by the method of an interview survey to in order to provide sugges-
tions for adult students’mobile learning particularly for the desig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learning forms，and hence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students’mobile learning.
Key words：interview survey；wechat；mobile learning （责任编辑：桂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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