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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网络自我效能感是学习者对自己使用网络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心水平和判断，而更好理解学生对网络环境的

偏好对信息技术环境中的教学实践非常必要。本研究探索高校大学英语学习者的网络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学习环境偏好

的关系。研究发现，一般网络自我效能感较高的英语学习者明显表现出对英语网络学习环境的偏好，然而具有较高交际

网络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对在网络上进行英语探究性学习似乎展示出相对较低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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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Internet
Self-efficacy and Their Preferences toward Internet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s

Sun Xian-hong
( 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China)

Internet self-efficacy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expectations and confidence in using the Internet to perform specified tasks suc-
cessfully．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further understand about
students’preferences toward Internet-based environments．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English
learners’Internet self-efficacy and their preferences toward Internet-based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tudents with higher general Internet self-efficacy obviously displayed more preferences toward English Internet learning environ-
ments． However，students with higher communicative Internet self-efficacy tend to show relatively less preferences for English in-
quiry learning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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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公布的“第 30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

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5． 3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39． 9%。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学习

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组

织形式。网络课程及网络教材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英

语学习者利用网络资源获取学习资料; 越来越多的英语

学习网站，如新东方英语、爱思英语网、沪江英语、可可英

语和大耳朵英语等，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提供大量可选

择的英语学习资源，他们也愿意使用这一便捷的学习方

式进行网络学习。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体，利用网

络资源获取信息和学习成为现代大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

( 谢幼如等 2011) 。而网络自我效能感作为一个影响网络

学习效果的重要变量已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指一个人在特定情景中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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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行为并取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指个

体自己对自我有关能力的感觉( Bandura 1997) ，也是指人

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

念，即个体对自己能够取得成功的信念。自我效能感影

响着学生对学习活动评估之后做出的选择，他们即将付

出的努力以及在处理困难情形时坚持的 时 间 ( Klassen
2002) ，是行为表现与改变的重要决定因子( 孟慧等 2010:

96 － 99) 。我们认为，英语学习者的网络自我效能与英语

网络学习环境偏爱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如果能够获得关

于两者关系的更多知识，就能够知道如何有效地设计更

好的网络学习环境以及如何在这些环境中使学生受益。

2 研究假设
为探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收集聊城大学

2013 级 300 名学生的调查问卷。他们的背景变量，比如

年龄以及网络使用情况也被包括在本研究中进行分析。
在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学生要使用网络进行大学

英语视听说的学习以及课下的自主学习。然而，到目前为

止，针对学生对网络的信念、视角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还

很少。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师生交互、学生焦虑以及一般

效能，而却很少关注学生的技术使用。因此，研究学生对网

络的态度以及使用应该引起我们更多注意。尤其是随着

网络教学在各层次教育中的普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学生

对于网络的感知以及心理世界。
而且在教育研究中，结构方程模型技术的使用已经

变得越来越流行，并且它的有用性受到当代教育者的推

崇。结构方程模型被认为是检测变量之间结构因果关系

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这一技术不仅仅用于复杂路径模式

的说明与检测，而且可以用于更加灵活的假设。然而，在

教育技术领域，还很少有研究使用这一方法。本研究使

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来探讨学生背景因素( 年龄、网络使

用情况) 、网络自我效能以及对网络英语学习环境偏爱之

间的因果关系。研究问题包括: ( 1) 参加问卷调查的英语

学习者的网络自我效能感以及对网络英语学习环境的偏

爱。( 2) 英语学习者的网络自我效能感与他们的网络英

语学习环境偏爱之间的相关性。( 3) 英语学习者的年龄、
网络使用情况、网络自我效能以及网络英语学习环境偏

爱之间的相关性。( 4) 不同学院英语学习者之间的网络

自我效能感与基于网络的英语学习环境偏爱是否存在着

不同。( 5) 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英语学习者的年

龄、网络使用情况、网络自我效能以及网络英语学习环境

偏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

3 研究方法
3． 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来自于 4 个学院的 300 名有一

定网络经验的大学英语学习者。他们的专业涉及汽车、
材料、农学以及数学科学，年龄从 18 到 21 岁不等，其中男

学生 165 人，女学生 135 人。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须

完成两个调查问卷。而且，他们的基本信息 ( 如网络经

验、年龄、教学经历) 也得到搜集。
3． 2 关于网络自我效能的问卷调查

评估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调查问卷总共包括 14 项，

这些项目在 Tsai 和 Lin ( 2004) 以及 Peng 等( 2006 ) 开发

的项目上进行改编，主要参照 Wu 和 Tsai( 2010 ) 编制的

网络自我效能调查问卷。网络自我效能表明使用网络的

自我感知的信心以及期望( Peng et al． 2006) 。在设计的

调查问卷中，14 个项目被分成两个维度，第一种维度考察

学生的一般网络自我效能感，也可以叫做基本网络自我

效能，评估学生使用网络时的基本能力的自我信念，是指

个体对自己整体的网络使用能力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主

观自我感受和判断( 梁晓燕等 2007: 52) ，如使用网页浏览

器以及使用关键词搜索在线信息，总共包含 9 个项目，第

二种维度探索学生基于网络的交际效能，被称为交际网

络自我效能，也可叫做高级或者特殊网络自我效能，评估

学生对于网络交互以及网络比较高级使用的信心以及自

我期待，比如，学生使用网络进行在线讨论，包含 5 个项

目。研究使用 5 分李克特量表来评价学生的网络自我效

能，从“非常有信心”到“非常不自信”，这与初始研究相一

致。“非常有信心”赋值是 5 分，“非常不自信”赋值 1 分。
这两种维度的 ＆ 信度系数分别是 0． 94 和 0． 91，整体 ＆ 信

度系数是 0． 92。这表明问卷的这些项目在评估学生的网

络自我效能方面具有较高可靠性。
3． 3 评估学生对网络学习环境偏爱的调查问卷

对学生网络学习环境偏爱的调查问卷是基于 Chuang
和 Tsai( 2005) 设计的调查问卷，当然也参照 Lee 和 Tsai
( 2005) ，Tsai ( 2005) 和 Tsai ( 2008 ) 修改过的版本。最

主要的是参照 Liang 和 Tsai ( 2008 ) 设计的调查问卷。下

面将列举调查问卷中 8 个维度的一些细节描述，每个维

度包含 5 个项目，并一一举例。
( 1) 容易使用性的测量( EU) : 测量学生对网络学习

环境容易使用的偏爱感知程度。例如，当在基于网络的

环境中学习的时候，我更喜欢他们是容易使用的。( 2) 相

关性测量( ＲE) : 网络学习环境是真实的，能够代表真实

的生活情境，这一量度测量学生对网络学习环境这一特

点的偏爱程度。比如，当使用网络学习环境时，我喜欢网

络能够呈现与我相关的信息。( 3) 多重资源( MS) : 网络

学习环境包含多种信息资源以及相关阐释。比如，当使

用网络学习环境时，我喜欢能够链接到丰富的、相关的网

络资源。( 4) 学生沟通( SN) : 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向其他

的学生传递自己的观点以及修正自己的观点。比如，在

网络学习环境中，我喜欢能够与其他的学生讨论。( 5)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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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学习( IL) : 测量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有机会参与探

究式活动的感知程度。比如，在网络学习环境中，我喜欢

我能够找到调查问题的答案。( 6) 认知学徒( CA) : 测量

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有机会获得有用的、及时的指导

的程度。例如，在网络学习环境下进行学习时，我喜欢网

络能够提供促进高级学习的专家指导。( 7 ) 批判性判断

( CJ) : 测量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学生们喜欢批判性地评价

信息的感知程度。比如，在基于网络的学习环境中，我喜

欢我能够评价各种信息源的特点。( 8 ) 认识意识( EW) :

测量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学生对有机会探索知识的价值、
资源、优劣以及性质的偏爱感知程度。比如，在网络环境

下学习时，我喜欢能够对知识的本质进行深度探索。显

然，以上 8 种维度与之前讨论的建构主义网络学习环境

的主张是相互呼应的。在这些环境中更加强调网络学习

的使用便利性、先前知识、学生沟通、多重阐释、以学生为

中心的探究以及适当的认知学徒的重要性。而且，建构

主义网络教学应该唤醒学习者的批判性判断以及促进学

生认识意识的发展。须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建构主

义网络学习环境偏好调查，因此，并不要求学生表达对特

定网络学习环境的感知，或者他们在某种特定的网络学

习环境中真正做了什么。而是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探索

学生对一般网络学习环境的偏爱。在学习环境调查中常

用“偏好形式”来探索学生的观点，当对“偏好形式”调查

作出回应的时候，学生没有必要参照特定的教育情景。
正如前面所陈述，所有的问卷参与者在不同类型的网络

学习环境中都有相关经历，因此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对

建构主义网络学习环境偏好调查问卷作出回应。
在本研究中，每个维度都包含 5 个项目，总共 40 个项

目，以 5 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呈现出来，从“非常同意”到

“强烈反对”。每个项目的信度值比较高( ＆ 值从 0． 86 到

0． 95，总体 ＆ 值是 0． 96 ) ，这表明建构主义网络学习环境

调查量表在评估学生网络学习环境偏好方面具有较高的

信度。那些显示出对建构主义网络学习环境某个特定特

征有强烈偏好的学生在相应的维度也能够有较高的平均

分。除以上内容外，本研究也调查学生的年龄以及网络

使用时间( 每周在线学时) 。
3． 4 数据分析

随后对调查问卷的每个项目的描述性数据进行统计

汇总。为便于分析，把每个项目的分数作为一个连续的

变量。在计算每个项目的分数之后，本研究使用皮尔逊

相关分析在网络自我效能的两个维度与建构主义网络学

习环境的 8 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使用皮尔逊

相关分析来验证年龄、网络使用、网络自我效能以及网络

学习环境 偏 爱 之 间 可 能 存 在 的 关 系。最 后，通 过 使 用

SEM 技术，分析在年龄、网络使用、网络自我效能以及网

络学习环境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 1 描述性数据

通过对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与网络学习环境调查问

卷的调查结果统计，分别计算一般网络自我效能、交际网

络自我效能以及网络环境各个维度( 易用性、相关性、多

重资源、学生沟通、探究学习、认知学徒、批判性判断及认

识意识) 的平均值和方差。结果表明，学生的一般网络自

我效能比起他们的交际网络自我效能要更好一些( 3． 45:

3． 12) 。而且网络学习环境的各个维度平 均 值 都 高 于

3． 63，说明他们对网络学习环境有较强的偏好。而对网

络学习环境所提供的相关性以及多重资源方面，学生展

示出特别的兴趣，平均分分别是 4． 35 和 4． 49。
4． 2 网络自我效能与网络学习环境偏好的相关性

下面表1 显示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与他们对网络学

习环境的反应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学生的一

般网络自我效能与他们在网络环境调查中的各个维度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那就是，具有较高一般自我

效能的学生对网络学习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展现出较强的

偏好。通常较高的网络自我效能可以促进学生对网络学

习环境的偏爱。然而，学生的交际网络自我效能仅仅与

网络学习环境的几个维度相关，比如，易用性、相关性、多
重资 源 以 及 认 识 意 识，相 关 系 数 也 比 较 低 ( 低 于 r =
0． 19) 。在对学生网络环境的偏爱影响方面，与一般自我

效能相比，交际网络自我效能似乎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一般自我效能较高的学生更加喜欢基于网络

的学习环境。
表1 网络自我效能与网络学习环境偏好的相关性

易用性 相关性 多重资源 学生沟通 探究学习 认知学徒 批判性判断 认识意识

一般网络

自我效能
0． 45＊＊＊ 0． 47＊＊＊ 0． 52＊＊＊ 0． 33＊＊＊ 0． 46＊＊＊ 0． 41＊＊＊ 0． 28＊＊＊ 0． 46＊＊＊

交际网络

自我效能
0． 19＊＊ 0． 16* 0． 17＊＊ 0． 10 0． 11 0． 09 0． 06 0． 13*

＊＊＊ p ＜ 0． 001，＊＊ p ＜ 0． 01，* p ＜ 0． 05

表2 展示学生的网络使用、年龄与网络自我效能及网

络学习环境偏好之间的关系。学生的网络使用与网络自

我效能积极相关。但是网络使用与网络学习环境偏好之

间不显著相关，只与网络环境偏好之一的“多重资源”存

在相关，而且相关度较低( r = 0． 12，p ＜ ． 05) 。网络使用更

多或许可以帮助学生促进培养更好的网络自我效能，但是

不会发展学生对网络学习环境的偏好。表2 也揭示出年龄

大一点的学生似乎交际网络自我效能较低( r = － 0． 20，

p ＜0． 01) 。然而，这些学生看上去对基于网络学习环境的

很多方面展示出较强偏好: 发育成熟的学生似乎对网络学

习环境有更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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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网络使用情况、年龄与网络自我效能及网络学习环境偏好的相关性

一般网络

自我效能

交际网络

自我效能
易用性 相关性 多重资源 学生沟通 探究学习 认知学徒 批判性判断 认识意识

网络使用 0． 32＊＊＊ 0． 35＊＊＊ 0． 04 0． 06 0． 12* 0． 03 0． 10 0． 01 0． 00 0． 07
年龄 － 0． 05 － 0． 20＊＊＊ 0． 18＊＊ 0． 15＊＊ 0． 08 0． 16＊＊ 0． 09 0． 23＊＊＊ 0． 13* 0． 19＊＊＊

＊＊＊p ＜ 0． 001，＊＊p ＜ 0． 01，* p ＜ 0． 05

4． 3 不同学院学生网络自我效能与网络环境偏爱之

间的比较

本研究的样本包含来自于聊城大学 4 个学院的学

生，因此有必要探讨不同学院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与网

络环境偏好是否存在差异，见表3。结果显示 4 个学院学

生的网络自我效能与网络学习环境偏好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

表3 4 个学院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与

网络环境偏爱之间的比较

材料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农学院 汽车学院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值

一般网络自我效能 3． 51 0． 58 3． 39 0． 52 3． 43 0． 56 3． 47 0． 54 0． 58
交际网络自我效能 3． 10 0． 63 3． 14 0． 59 3． 13 0． 62 3． 11 0． 60 2． 12
易用性 3． 86 0． 68 3． 82 0． 63 3． 85 0． 64 3． 53 0． 65 － 1． 5
相关性 4． 45 0． 61 4． 25 0． 60 4． 30 0． 63 4． 40 0． 62 － 0． 8
多重资源 4． 43 0． 57 4． 54 0． 58 4． 46 0． 54 4． 52 0． 55 0． 23
学生沟通 3． 74 0． 68 3． 82 0． 63 3． 76 0． 64 3． 80 0． 66 － 0． 42
探究学习 4． 18 0． 62 4． 20 0． 66 4． 16 0． 65 4． 22 0． 63 0． 26
认知学徒 4． 08 0． 64 4． 16 0． 65 4． 11 0． 63 4． 13 0． 64 － 1． 87
批判性判断 3． 68 0． 68 3． 58 0． 67 3． 65 0． 66 3． 61 0． 69 － 0． 35
认识意识 4． 06 0． 66 4． 04 0． 64 4． 07 0． 67 40． 3 0． 63 － 1． 95

4． 4 结构模型: 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本研究考量的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学生的年龄、网络使用情况以及网络自

我效能被看成预测变量，而学生对网络学习环境的偏爱

视为结果变量。在使用结构模型分析的过程中，仅仅展

示 T 值显著的 Gamma 系数关系。当前研究中的结构模型

的拟合度量表明一个较满意的拟合度( 卡方 = 176． 52; 适

合度检测系数 = 0． 90，recommended value≥0． 90; 规范拟

合指数 ( NFI) = 0． 95 recommended value≥0． 90; 比较拟合

指数 ( CFI) = 0． 96 recommended value≥0． 90) ，在统计中，

变量之间的系数是标准化的结构系数，而不是皮尔逊相

关系数。如果在两个变量之间的结构因果关系显著，那

么对系数的阐述与回归分析相似。尽管一些标准化的结

构系数在研究中相对较小，但是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仍旧非常显著。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显示，学生的年龄对学生

网络环境易用性、认知学徒以及认识意识因素的偏爱有

积极影响。这就是说，学生年龄的成熟可能使得他们喜

欢比较友好、易于使用的学习环境，这些环境能够提供专

家指导，并且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知识的本质。学生的

网络使用情况看上去对学生的网络学习环境偏好并没有

发挥明显的重要角色，这与表2 中相关性分析相似，这表

明网络使用过多并不直接导致他们对网络学习环境的偏

好。更加重要的是，结构模型显示一般网络自我效能对

学生的网络环境偏好的许多方面有积极的影响，比如易

用性、相关性、多重资源、探究学习以及认识意识。具有

较高一般网络自我效能的学生显示出明显的对网络学习

环境的偏爱，他们能够比较轻松容易地使用网络学习环

境，探索真实世界的问题、展示多重信息资源、进行开放

式的探究性学习活动以及努力探寻知识的本源。
结构方程模型也揭示，除探究学习之外，学生的交际

网络自我效能对有关网络学习环境偏好的各个变量几乎

没有影响。然而，在交际网络自我效能与探究学习偏好

之间的结构关系是负面的。具有较高交际网络自我效能

的学生对在网络上进行探究性学习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偏

好。另外，非常有趣，学生的交际网络自我效能对学生沟

通维度的偏好没有影响。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的沟

通这一维度直接与同辈之间的交流有关系。

5 结束语
为了在高校更加有效地创设基于建构主义的英语网

络学习环境，了解学生对这些环境的偏爱非常必要。通

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分析收集的 300 位学生的调查

问卷，得到一些主要发现。使用 LISＲEL 软件的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是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有效方法。在本研

究中，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学生的年龄对网络学

习环境的几个方面的偏爱有积极影响。而且，他们的一

般网络自我效能影响网络学习环境偏爱的很多方面。较

高的一般网络自我效能能够促进学生对网络学习环境的

偏好。因此，要在高校中进行广泛的英语网络教学，学生

应该具有充足的一般网络自我效能。
较高的网络自我效能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英语网络

教学环境的偏爱，而且可以形成更好的学习态度，影响搜

索策略的使用以及面向网络使用的学习结果。因此，促

进学生的网络自我效能对教育者来说是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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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须要寻找一些方式或者通过干预训练来促进和提

高学生的一般网络自我效能。目前，对个体自我效能的

干预多采取行为典范训练法，从以下 3 个方面进行干预。
一是针对成败经验: 先前的网络使用会直接影响到学习

者的网络自我效能，所以在训练中应首先教授学生基本

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二是针对替代经验: 教育培训中多

采用“伙伴系统”法，将新手与有网络经验的人配对成组，

可以使新手增强信心，增加他们对自己网络自我效能的

判断。三是针对言语劝导: 在训练过程中，在直接经验和

间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给学生切实的鼓励和指导，使其

感觉到来自周围人的积极支持( 梁晓燕等 2007: 54) 。
最后，随着对网络使用过程中心理行为现象的研究

日益深入，对于网络自我效能的研究也备受重视。其中，

网络自我效能的有效测量是连接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的

重要环节，因此如何针对网络使用环境中的相关功能进

行分析，编制更有效地测量工具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因此，教育研究者今后应该更加关注学生对有关网络教

学的观念以及使用的研究，探索他们对于英语网络学习

环境以及网络教学的态度，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网络教

学的贯彻实施，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以及促进学生的个

性化自主性学习，使学生在英语网络教学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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