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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学习活动中知识分享的动机与效果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科学 家 们 认为， 普 适 计 算 是 计 算 机 历 史 上 的 第 三 次 浪

潮 [1]。 从技术上，实现普适计算环境的普及必须做到满足三个

条件 [2]：首先 , 市场 上 大 量出 现 可 供购 买 的 尺寸 大 小 不一、种

类繁多的显示设备和廉价、低能耗计算设备；其次, 存在将所

有计算设备（如嵌入式计算设备、辅助设备）连接在一起的网

络；最后，研制出用于实现 普 适 计 算 应 用 系 统 的 软 件 支 撑 系

统 。 如 果 说 几 年 前 ，泛 在 学 习 还 处 于 一种小范围的实验阶

段 [3]，那么“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普适计算已向我们走来”

（约翰·史立·布朗，2010）。
根据工业分析机构 IDC 的预测，2011 年， 移动设备的销

量超过计算机的销量。 种种迹象表明，阻止人们从“个人电脑

时代”跳跃到“普适计算时代”的主要壁垒已经倒塌 [4]。 经过研

究人 员 20 多 年的 不 懈 努力 [5][6]，困 扰 泛在 学 习 方 式 普 及 的 设

备 制 造、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网 络 管 理 、普 适 计 算 关 键 技 术 与 实

现、通讯协议、操作系统、软件工程和窗口系统的设计等种种

技术问题以及理论认识问题正在逐步被破解。 与此同时，关

注泛在学习活动系统中有效学习行为的产生，已经成为学者

们的共识。
无论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①， 还是维果茨基的社会建

构 论②，对学 习 的 发生 都 有 一个 共 识：学习 即 知 识建 构，社 会

性互动可促进学习的发生 [7]。 从学习发生的本质看，知识是在

不同 观 点 的交 流 过 程中 产 生、在共 同 讨 论中 得 到 加 热、在 协

商中 得 到 升华、 在 文 化的 或 者 科学 的 成 果 中 得 到 整 理 和 保

持。 有效的计算机支持不是体现在信息的自动化传递和事实

信息 的 机 械测 试，而 是各 种 协 作活 动 形 式的 支 持、知 识 建 构

过程的支持[8][9][10]。 泛在学习的目标是使学习过程中使用的计

算设 备 和 技术“消 失”在学 习 者 日常 生 活 和学 习 任 务 的 背 景

当中，保 证 学习 者 在 得到 计 算 服务 的 同 时，无 需 觉 察 计 算 机

的存在和为此而分心，从而使其注意力回归到要完成的学习

任务本身。 以自然、和谐的学习交互环境为主要特征的计算

机 支 持 的 泛 在 协 作 学 习 （Ubiquitous CSCL），是 CSCL 发 展 的

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1]。与此同时，在泛在学习活动中，
知识分享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动力之一，并成为学习者基于

泛在学习活动系统进行协作学习的基础。 关注学习者个体和

集体的知识分享行为的发生，了解学习者在普适计算环境中

协同知识建构的动机因素，已经成为国内外泛在学习研究领

域重要的课题。
本文 在 前期 文 献 研究 的 基 础 上，采 用 德 尔 菲 法、问 卷 调

查法、内容分析法对泛在学习活动中知识分享的动机与效果

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概况

近年来，微博作为基于互联网的一种新的信息发布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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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渠道， 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广泛关注，
而且 已 经 成为 国 内 开展 泛 在 学 习 知 识 分 享 活 动 的 有 效 支 撑

平台。 来自新华网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已突破 2
亿大关③，而且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热衷微博———仅以“90
后”为标签的微博博主就超过 40 万人。 而近期一项针对中学

生的网络调查则显示，七成填写调查问卷的学生表示拥有自

己的微博。 对于“你使用微博主要做什么”，百分之百的被调

查者选择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随时与朋友分享”，还有

四成选了“了解他人看法”。 可见，信息和知识的分享已经成

为学习者使用微博工具的主要目的。
为深入了解中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使用微博的具体情况，

课题 组 在 前期 调 研 过程 中 在 潮 州 市 城 基 中 学 随 机 选 取 一 个

班级（初二四班），对其学生在一周内（2011 年 4 月 10 日———

2011 年 4 月 17 日）使用微博的情况做了调查分析。 调查数据

显示，调研周期内班级 71 名学生中，有独立注册微博的人数

达到 58 人，占 班级 总 人 数的 80%以 上；其 中，每 天 坚 持 登 录

微博 查 看或 转 发、编织 微 博 的人 数 达 到 一 半 以 上，而 一 周 内

平 均 每 天发 送 微 博数 量（包 括原 创 与 转 发）超 过 8 条 的 学 生

共有 13 人。 由此可见，微博已逐渐成为广大学生获取信息与

新知、了解社会及他人、促进沟通与表达的重要渠道。
然而，任 何技 术 手 段 和 学 习 工 具 都 具 有 双 面 性，学 习 者

在 泛在 学 习 活动 中 使 用微 博 工 具 进 行 有 效 的 知 识 分 享 并 非

易事。 学者们认为 [12][13][14]，知识分享作为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

和关键的资源，对团队获取竞争优势极为重要。 但是，组织内

的知识流动并非易事，知识分享通常不是自然发生的。 在泛

在学习活动中，需要教师通过教学设计形成有效的知识分享

激励机制来引导知识分享行为的形成。
同 时，多 项 研 究 表 明 [15]，知 识 分 享 在 小 组 协 作 学 习 活 动

中，既有正面的作用，也会有负面的作用，动机因素是理解个

体知识分享行为的关键。 因此，系统研究泛在学习活动中学

习者个体利用微博工具进行知识分享的动机问题，对于引导

学习者或团队积极从事知识分享行为、形成知识分享的实现

机制，并为集体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目的

心理 学 家 们 通 过 研 究 不 同 阶 段 学 生 的 心 理 特 点 及 其 发

展 水平 得 出 结论 认 为，进入 初 中 后，学 生 的 自 我 意 识 有 了 明

显 发 展 ，学 习 的 目 的 性 、独 立 性 逐 步 增 强 ，对 学 习 的 自 我 监

控、自 我评 价 能 力进 一 步 改善；他 们 已 掌 握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学

习 策 略，在 课 堂 教学 之 外，能够 较 为 自 觉 地 安 排 自 己 的 学 习

活 动；加之 这 个 阶段 的 学 生的 可 塑 性最 强，一 般 认 为 这 是 全

方位促进他们的自主学习的最佳时期。
基于以上的认识论，本文重点在于探讨泛在学习活动中

初 中生 学 习 动机 因 素 与其 利 用 微 博 工 具 进 行 知 识 分 享 行 为

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动机变量对于泛在学习活动中

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形成调查初始量表，通过德尔菲法确

立最终变量及量表，通过内容分析和调查研究分析了动机变

量与知识分享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最终得到研究结论。
本研 究 的具 体 过 程 主 要 包 括：形 成 调 查 量 表、确 定 分 析

样 本、确 定 内 容分 析 的 类目、样 本 的 评 定 以 及 原 始 数 据 的 统

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与形成结论等几个步骤。 研究采用的统

计方法是一般描述性统计，并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

（三）样本的选取

前测阶段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某中学选取了 28 名初

中生， 以其使用电信 3G 网络基于微博进行自主知识分享行

为④，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总量表和分量表的信度。 正式测试

时， 课题组选取了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某中学的 50 名初中

生， 对其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使用电信 3G 网络基于微博进行

知识分享的动机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分析。

三、泛在学习活动中知识分享动机的调查研究

（一）泛在学习活动中知识分享动机量表的设计

在学习动机量表的研制方面，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探讨，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动机量

表。 如 Sai Ho Kwok 和 Sheng Gao（2005）设计的知识分享外部

动机量表；Renzl（2008）的不共享动 机 量 表；Siemsen，Balasub-
ramanian 和 Roth（2007）的知识共享报酬量表；Lin（2007）的知

识共 享 内部 动 机 与外 部 动 机 量 表；Chennamaneni（2006）研 究

知识共享决定因素开发的诸量表；Kankanhalli 等（2005）的知

识权利丧失量表；唐炎华和石金涛（2007）对知识员工知识转

移动机的研究量表。 赵书松博士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国内外学

者有关个体知识共享动机的组成内容、具体作用和理论依据

进 行 了文 献 分 析后 认 为，从动 机 类 型 看，个 体 知 识 分 享 的 动

机主要包括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 其中经济动机包含：薪

酬 奖 励；货 币 报 酬；预 期 货 币报 酬；感 知的 组 织 奖 励；预 期 组

织报酬；联合报酬系统。 而非经济动机包括：互惠；成就感、工

作责 任、获得 认 可、工作 自 主 权、晋 升 机 会 和 工 作 挑 战 性；社

会交往、受人尊重和自我实现；获得承认的充分性；报酬公平

性；自 我 效 能 感 、自 我 价 值 感 ；结 果 期 望 ；预 期 关 系 、预 期 贡

献；公 平、创 新 和 归属 感；利 他心 理、助 人为 乐 感；所 有 权、优

势地位。
我们通过文献梳理，认为国内外学者对于个体知识分享

的动机量表更多的是从企业知识管理的角度进行研制，并不

能完全适合泛在学习活动中知识分享的动机测量。 因此，在

参照 国 内 外学 者 有 关企 业 员 工 知 识 分 享 动 机 结 构 的 研 究 成

果基础上，将学习者的知识分享动机变量划分为：成就动机、
兴趣动机、利他动机、奖励/激励动机、规则动机、公平动机、归

属动机、关系动机、互惠动机、责任动机、知识效能感动机、知

识权利动机。 根据以上划分标准形成论文的动机初始测试量

表，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答案分别用“完全不同

③数据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1-08/19/c_121880417_2.htm，访问日期 2011 年 8 月 28 日。
④为梳理学习者使用电信 3G 网络基于微博进行自主知识分享的动机与效果，在前测和正式测试阶段，课题组并未对研究样本进行任何干预，而是以微博发表时间

来取样进行调查和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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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数据统计时“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基本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意”、“基 本 不 同意”、“一 般”、“基本 同 意”和“完 全 同 意”来 表

示⑤。

（1）成就 动 机：主要 是 指 学 习 者 在 知 识 分 享 过 程 中 能 够

给自己带来成就感知的因素如展示个人能力的成就预期、获

得认可的预期、提升个人地位的预期、得到赞许的预期、自豪

感、建 立个 人 声 誉、获 得 尊 重以 及 实 现自 身 价 值等 成 就 预 期

和感知。

（2）兴趣动机：主要是指学习者个人的行为偏好，即在泛

在学习活动知识分享过程中的趣味因素。

（3）利他 动 机：主 要 是 指 学 习 者 在 知 识 分 享 过 程 中 利 他

心理感受。

（4）奖励/激励动机：主要是 指 学 习者 在 泛 在学 习 活 动中

受到奖励/激励因素的刺激而实施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因素。

（5）规则 动 机：指 由 于 组 织 规 则 因 素 形 成 学 习 者 分 享 知

识行为的动机。

（6）公平 动 机：指 学 习 者 基 于 公 平 因 素 实 施 知 识 分 享 行

为的动机。

（7）归属动机：指影响学习者知识分享行为的归属感知因素。

表 1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成就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1.我认为向同学提供知识性的信

息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

A3.我认为向周围的人贡献知识有

助于获得别人的认可

A5．我向同学提供自己获得的知识

是为了获得班级的奖励

A7.我觉得贡献知识有助于提高自

己在小组或班级内的地位

A11. 我认为向同学贡献知识有助

于获得别人的赞许

A15． 我认为向同事贡献知识有助

于建立更好的个人声誉

A18. 我觉得向同学贡献知识可以

获得别人的尊重

A22. 我觉得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体现了自身的成就和价值

表 2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兴趣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2.我觉得与同学分享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A9.我觉得与同学分享自己的知识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A12.我向同学贡献知识和经验

仅是出于自己的兴趣

表 3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利他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4．我贡献知识和经验是为了帮助

别人

A13. 我自愿向他人贡献自己的知

识和经验而不求任何回报

A25． 我很享受与同学分享自己的

学习经验或技巧的过程

A29. 我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学习经

验是为了给他人的学习带来便利

表 4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奖励/激励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5．我向同学提供自己获得的知识
是为了获得班级的奖励

A16. 如果能够获得相应形式的激
励，我愿意贡献自己的知识

A17. 我觉得向其他人贡献自己的
知识应该得到组织的奖励

A19. 我向其他人贡献自己的知识
是因为组织奖励该种行为

表 5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规则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6．如果贡献知识是集体的规则或
惯例，所有成员都应该遵守它

A8.违背集体知识分享规则或惯例
是不道德的

A21. 当知识贡献成为我所在集体
的一项规则时，我会努力遵守它

A23. 班级成员之间相互贡献自己
的知识和经验是 一 项 基 本 工 作 道
德问题

A53. 我有责任服从组织或群体倡
导的知识分享规则或习惯

表 6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公平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10.我认为，老师在要求学生贡献

知识时必须一视同仁

A24.我认为，同学之间的知识贡献

应该是相互的

A26．我认为，相同的知识贡献必须

获得相同的回报

A27.如果受到不公平对待，我会减

少对外界的知识贡献行为

表 7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归属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14. 我经常向小组贡献知识和经
验，因为我是小组的一员

A32. 我之所以向小组贡献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是因为我爱这个小组

A35. 我之所以参加班级的知识分
享活动，是因为我热爱这个班级

A56. 向集体贡献知识和经验可以
增强集体成员对我的信任

A47.为了表明我是集体的一员，我
向集体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A41. 向集体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可以强化我的成员身份

A43. 向集体贡献知识和经验可以
增强集体成员对我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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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由于无法确定样本总体边界，论文采用非概率抽样的立意抽样法分别确立了 5 位泛在学习研究领域和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组成专家小组。

（8）关系 动 机：是 指 学 习 者 出 于 人 际 交 往、友 谊、情 感 等

因素而进行知识分享的动机。

（9）互惠 动 机：是 指 学 习 者 出 于 互 惠 互 利 因 素 而 进 行 知

识分享的动机。

（10）责任动机：是指学习者出于责任因素而进行知识分

享的动机。

（11）知识效能感动机：指学习者由于受到自己在分享知

识时操作能力的主观判断或评价而形成的知识分享动机。

（12）知识权利动机：指学习者在知识分享过程中以自己

在小组或班级权利结构中的优势、独特性或杰出性为感知因

素的动机形态。

（二）正式量表的形成———基于德尔菲法的调查分析

1.调查过程

德尔菲法（Delphi）[16]是由 美 国 兰德 公 司 于 20 世 纪 40 年

代设计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最初是一种集体预测性调查研

究 方 法，之后 在 各 个领 域 都 得到 了 广 泛 应 用，并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专 家 调 查 法 ，甚 至 成 为 “专 家 调 查 法 ”的 代 名

词。 我们根据德尔菲法的原则和要求，采用立意抽样技术⑥选

取 10 名泛在学习研究领域和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

进行了两轮匿 名 电 子邮 件 的 调查 （第 一 轮调 查 从 2011 年 3
月 2 日至 4 月 2 日，第二轮调查从 2011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

图 1 调查过程图

表 8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关系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20.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扩大了我在组织内的交往范围

A28. 我之所以向他人提供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是因为我们私交深厚

A31.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可以让我结识更多的组织成员

A34.为了加强彼此友谊和情感，我

愿意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A39.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学习技巧

是我建立朋友关系的途径之一

表 9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互惠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30.别人向我提供知识和经验，我

将来也会向别人提供知识和经验

A36. 我向他人贡献知识是为了别

人也能够提供我所需要的知识

A31.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可以让我结识更多的组织成员

A46. 我 现 在 帮 助 他 人 ，相 信 他 们

将来也会帮助我

A49. 当 别 人 贡 献 信 息 时 ，我 也 应

该贡献出自己所知道的信息

表 10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分享责任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33. 向班级或同学贡献自己的知

识和经验是我的责任

A51. 向组织或同学贡献知识和经

验是我分内之事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37. 我贡献知识和经验可以帮助

小组实现其学习效率目标

A42. 我贡献知识和经验可以改善

小组学习效率

A44． 我贡献知识和经验是因为我

能够帮助其他成员解决问题

A48． 我的知识和经验对我的组织

和团队非常有价值

A54． 我贡献知识和经验可以改善

组织的工作过程

表 11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效能感动机量表

表 12 泛在学习活动中个体知识权利动机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一般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A38． 与同学分享自己的知识会削

弱我在小组内的权力基础

A45． 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诀窍

会减少我在组织内的优势

A50． 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

会削弱自己在组织内的杰出性

A55. 与同学分享自己的知识会降

低自己在组织内的独特性

Views o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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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轮调查资料的分析

调查研究以前期文献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十二个变量（成

就动机、兴趣动机、利他动机、奖励/激励动机、规则动机、公平

动机、归属动机、关系动机、互惠动机、责任动机、知识效能感

动机、知识权利动机）为征询表进行问卷调查。

第一轮调查通过电子邮件发放问卷 10 份，共回收 8 份，
其中有效问卷 8 份，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均为 80%。 专家的

一致意见认为 12 个变量因子过多，其中 6 个专家建议保留：
成就动机、兴趣动机、奖励/激励动机、关系动机四个变 量，其

他变量分别与四个变量合并，但在其他变量并入以上四个变

量时专家意见并不统一。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梳理专家意

见 的基 础 上，进一 步 对 文献 进 行 了分 析，并 结合 泛 在 学 习 活

动的类型和特点，将前期形成的十二个变量因子合并为五个

变量 因 子：成就 动 机、兴趣 动 机、情感 与 责 任动 机、关 系 动 机

以及规则动机。

3.第二轮调查资料的分析

第二轮调查以调整后的五个变量：成就动机、兴趣动机、

情感与责任动机、关系动机、规则动机为征询表进行问卷调查。

第二轮调查一方面向专家汇报了第一轮的调查结果，另

一 方面 又 向 专家 解 释 了研 究 者 通过 文 献 研究 所 形 成 的 第 二

轮变量情况。 最终，第二轮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7 份，其中 1 位

专家坚持：成就动机、兴趣动机、奖励/激励动机、关系 动机 四

个 变量 的 意 见，其 他 6 位 专家 意 见 达到 一 致，即 认 为 影 响 泛

在学习活动个体知识分享的动机变量有 5 个变量：成就动机

（8 个题项）、兴趣动机（3 个 题 项）、情感 与 责 任动 机（18 个 题

项）、关系动机（22 个题项）和规则动机（5 个题项）。 研究者认

为德 尔 菲 法调 查 目 标基 本 达 成，因 此，已 没有 必 要 再 进 行 第

三轮的调查。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形成正式量表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调查样本进行了

前测和后测， 并对其在使用电信 3G 网络的自主学习过程中

基于微博进行内容分析。 以下是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1.问卷信度分析

为了 保 证 问卷 的 信 度， 对 问 卷 进 行 前 测 （样 本 容 量 为

28），课 题 组 共发 放 问 卷 28 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28 份（问 卷 回

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均为 100%）。 将数据导入 SPSS17.0 中，计

算 问 卷 总 体 和 5 个 动 机 量 表 内 部 的 克 隆 巴 赫 Alpha 信 度 系

数。 结果显示，总量表题目及各分量表题目均在 0.70 以上，具

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⑦。

2.各动机变量均值、标准差和区间分布情况

本研究在正式调查中共发放了 50 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

卷 50 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均为 100%）。 数据分析时

论文采用 SPSS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 得到每个变量因子

的平均值和区间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13 影响泛在学习活动个体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因素

第一阶段征询表

影响因素 征询意见（同意划√，不同意划×，其他栏可自由填写）

成就动机

兴趣动机

利他动机

奖励/激励动机

规则动机

公平动机

归属动机

关系动机

互惠动机

责任动机

知识效能感动机

知识权利动机

其他

表 14 影响泛在学习活动个体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变量调整情况

第一阶段形成的变量 第二阶段调整后的变量

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

兴趣动机 兴趣动机

利他动机

情感与责任动机
责任动机

归属动机

知识效能感动机

关系动机

关系动机

互惠动机

知识权利动机

奖励/激励动机

公平动机

规则动机 规则动机

表 15 影响泛在学习活动个体知识分享行为的动机因素

第二阶段征询表

影响因素 征询意见（同意划√，不同意划×，其他栏可自由填写）

成就动机

兴趣动机

情感与责任动机

关系动机

规则动机

其他

表 16 动机总问卷与五个子变量问卷的信度分析

总系数 成就

动机

兴趣

动机

情感与

责任动机

关系

动机

规则

动机

Alpha 0.791 0.732 0.711 0.711 0.802 0.815

N=50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成就动机 3.25 .75 1.00 5.00

兴趣动机 4.40 .89 2.00 5.00

情感与责任动机 4.13 .85 2.00 5.00

关系动机 4.32 1.06 1.00 5.00

规则动机 3.00 1.07 1.00 5.00

表 17 泛在学习活动中各动机变量因子均值、标准差和区间分布

⑦一般而言，当 Alpha 信度系数达到 0.70 以上即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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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为便于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我们将样本按照每 10 人为 1 组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从上表可见，所有 5 个动机因子的得分都高于 3，表明在

泛在学习活动中， 学习者参与知识分享的动机都比较强，这

与传统的学习交互有比较大的差异。 其中，在 5 个动机因子

所得的分值中，“兴趣动机”、“情感与责任动机”、“关系动机”
的平均得分都达到了 4 分以上，说明泛在学习者使用电信3G
网络并基于微博的自主知识分享行为中， 趣味感知因素、情

感与 责 任 感知 因 素 以及 人 际 关 系 建 构 感 知 因 素 是 学 习 者 进

行知识分享的最重要的动机因素。 另外，“规则动机”的平均

得分在 5 个动机因子中得分最低，说明与“成就动机”、“兴趣

动 机”、“情感 与 责 任动 机”、“关 系动 机”相 比 较，组 织 规 则 感

知因素在泛在学习活动知识分享的动机中是最弱的。 这可能

与本研究考察的自主学习活动形式有关。

3.各个动机因素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 进 一 步 对 泛 在 学 习 者 基 于 微 博 进 行 知 识 分 享 的 动

机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成就动机变量及其对知识分享的影响情况。 统计数

据显示，成就动机各题项的得分率 Fi>0.5，说明大部分学习者

在基于微博的自主知识分享活动中，成就感知因素如展示个

人能 力 的 成就 预 期、获得 他 人 认可 的 预 期、提 升 个 人 地 位 的

预期、得 到 赞许 的 预 期、自 豪 感、建立 个 人 声 誉、获 得 尊 重 以

及 实现 自 身 价值 等 成 就预 期 和 感 知 是 影 响 其 知 识 分 享 行 为

的主要的动机因素。 同时，成就动机的平均分达到了 3.25，标

准差为 0.75， 说明学习者的成就动机因素得分比较集中，而

且多分布在“一般同意”和“基本同意”之间。
进一步分析以上调查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成就动机是推

动 学习 者 在 泛在 学 习 活动 中 进 行 知 识 分 享 并 获 得 成 就 的 重

要社会性动机和内在动力因素。 与其他学习方式如面对面学

习相比较，泛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知识分享的成就动机稍弱

于面对面学习方式；同时，与其他动机因素相比较，虽然成就

动 机 得 分相 对 集 中（标 准 差 相对 较 小），但 其 平 均 得 分 比“兴

趣动机”、“情感与责任动机”、“关系动机”要低，略高于“规则

动机”，证明在泛在学习者知识分享的整体动机结构中，成就

动机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因此，对于泛在学习活动中的教师

而 言，应 该借 鉴 面 对面 学 习 中成 就 动 机 的 支 持 策 略，激 发 泛

在学习者个人及群体的成就动机感知，从而提高学习者知识

分享绩效。

（2）兴趣动机变量及其对知识分享的影响情况。 统计数

据显示，兴趣动机各题项的得分率 Fi>0.5，说明大部分学习者

在基于微博的自主知识分享活动中，兴趣感知因素即在泛在

学习 活 动 知识 分 享 过程 中 的 趣 味 因 素 是 影 响 其 知 识 分 享 行

为的主要的动机因素。 同时，兴趣动机的平均分达到了 4.40，
标准差为 0.89， 说明学习者的兴趣动机因素得分比较集中，
而且多分布在“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

进一步分析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兴趣动机是泛在学习者

知识分享整体动机结构中影响力最大的动机因素（其平均得

分率、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且标准差也相对较低）。 这说明，
趣味 因 素 是促 使 学 习者 参 与 泛 在 学 习 交 互 并 开 展 知 识 共 享

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

（3）情感 与 责 任 动 机 变 量 及 其 对 知识 分 享 的影 响 情 况。
统计数据显示，情感与责任动机各题项的得分率 Fi>0.5，说明

大 部分 学 习 者在 基 于 微博 的 自 主 知 识 分 享 活 动 中， 利 他 心

理、责任因素、归属感知因素、知识效能感知因素等是影响其

知识分享行为的主要的动机因素。 同时，该动机量表的平均

分 达 到 了 4.13，标 准 差 为 0.85，说 明 学 习 者 的 情 感 与 责 任 动

机 因素 得 分 比较 集 中，而且 多 分 布在“基 本 同 意”和“完 全 同

意”之间。
进一步分析可知，知识效能感知因素相对其他几个动机

变量得分率和平均分更高，其次是责任因素、利他心理、归属

感知。 说明学习者由于受到自己在分享知识时操作能力的主

观判 断 或 评价 而 形 成的 知 识 分 享 动 机 因 素 在 所 有 情 感 与 责

任动机中影响力最大， 但同时数据也显示其存在两极分化，
即调查样本中一部分学习者的知识效能感知较弱，并直接影

响到自己在知识分享中的效果。

（4）关系动机变量及其对知识分享的影响情况。 统计数

据显示，关系动机各题项的得分率 Fi>0.5，说明大部分学习者

在 基于 微 博 的自 主 知 识分 享 活 动中，人 际 关 系 因 素、互 惠 互

利因素、知识权利因素、奖励/激励因素、公平因素是影响其知

识分享行为的主要的动机因素。 同时，该动机量表的平均分

达到了 4.32，标准差为 1.06，说明学习者的得分多分布在“基

本 同意”和“完 全同 意”之 间，但 相 对 其他 动 机 因 素 而 言 得 分

比较分散。
进一步分析可知，人际关系因素相对其他几个动机变量

得分率和平均分更高，其次是奖励/激励因素、互惠互利因素、
公平因素和知识权利动机因素。 说明泛在学习者出于人际交

往、友 谊、情 感等 因 素 而基 于 微 博进 行 知 识 分 享 的 动 机 在 所

有关系动机中影响力最大，同时，奖励 /激 励因 素 的 刺激 也 是

影响 其 知 识分 享 行 为的 重 要 因 素。 学 习 者 基 于 互 惠 互 利 因

素、基 于 公 平因 素，以 及以 个 体 在小 组 或 班 级 权 利 结 构 中 的

优势、独特性或杰出性为感知因素的动机形态影响力相对较

小。

（5）规则动机变量及其对知识分享的影响情况。 统计数

据显示，规则动机各题项的得分率 Fi>0.5，说明大部分学习者

在基于微博的自主知识分享活动中，组织规则因素是形成其

分享知识行为的主要动机因素之一。 然而，与其他动机变量

相比较，该动机 量 表 的平 均 得 分为 3，标 准 差为 1.07，说 明 学

习者的得分多分布在“一般同意”，且得分比较分散。 这证明

了在基于微博的泛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知识分享的组织规

则因素影响力相对其他四个动机因素的影响是最弱的。

四、泛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基于微博的知识分享内容

分析

为调 查 分 析 微 博 在 初 中 生 泛 在 自 主 学 习 活 动 中 知 识 分

享的情况，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进一步对样本进行了分析⑧。
论文应用内容分析法首先设计了微博内容分析类目（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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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学科相关知识、社会动态、综艺娱乐、个人生活及其他等）；
然 后 对 样 本 在 2011 年 7 月 25 日 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期 间

所发布的微博内容加以归类统计，并根据类别项目的统计数

字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内容分析类目表的形成

根据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建立如下表所示的内容分析

类目表，表中分析类目分为“学科知识、社会动态、娱乐、个人

生活、其他”等五类，每一类又根据实际情况细分成不同的子

类目。 本研究活动中，分析单元为“条”。

（二）内容分析结果

论文对样本在一周内（2011 年 7 月 25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的微博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五、研究结论

（一）通过文献研究和德尔菲法，确立了泛在学习活动中

知识分享的动机变量及调查量表

1.影响泛在学习活动个体知识分享的动机变量

通过文献研究和基于德尔菲法的调查分析，我们确立了

影响泛在学习活动个体知识分享的 5 个动机变量：成就动机

（8 个题项）、兴趣动机（3 个 题 项）、情 感 与 责任 动 机（18 个题

项）、关系动机（22 个题项）和规则动机（5 个题项）。

2.各个动机因素的比较分析

调查 结 果 表明，在 泛 在学 习 活 动 中，学 习 者 参 与 知 识 分

享的动机都比较强， 这与传统的学习交互有比较大的差异。
其中， 在所有 5 个动机因子中，“兴趣动机”、“情感与责任动

机”、“关系动机”的平均得分都达到了 4 分以上，说明趣味感

知因素、情感与责任感知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建构感知因素是

学习者基于微博工具进行知识分享的最重要的动机因素。 另

外，“规则动机” 的平均得分在 5 个动机因子中得分最低，说

明与 “成就动机”、“兴趣动机”、“情感与责任动机”、“关系动

机”相 比较，组 织 规则 感 知 因素 在 泛 在学 习 活 动知 识 分 享 的

动机中是最弱的。

3.动机变量和调查量表工具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通过文献研究以及调查分析，我们形成的泛在学习活动

知识分享动机变量和调查工具，对于进一步研究有效的泛在

学习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将为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构建优化

泛在学习的参考标准和理论模型、丰富泛在学习绩效理论有

重要的意义；同时，从实践层面来看，通过研究工具的设计进

一步开展泛在学习活动效果的实证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国内泛在学习优化研究的不足，对泛在学习的应用及教

学实践提供思路和有益的参考、借鉴。

（二）内容分析表明，基于 3G 网络的微博 是 初 中生 泛 在

自主学习中知识分享的主要工具，并具有如下的特征

1.样本发布的微博内容类型 繁 多且 范 围 广泛，涉 及 固定

学科或专门知识领域的学习较少

从微博内容本身来看，我们所调研的样本发布的微博既

涵 盖了 社 会 时政、经 济、文化 各 类 内容，又 包 涵了 个 人 学 习、
生活、社交等方面，并且从数据间的比较来看，微博分享的知

识没有主次之分。 这表明初中生在利用微博工具进行自主学

习时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同时该学习活动中缺乏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策略的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在基

于微博工具开展的泛在学习知识分享活动中，普适计算技术

本身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真正影响学习绩效的还是包含教学

设 计 的一 系 列 教学 策 略 与方 法，同 时，教 师 在 基于 微 博 的 泛

在 学 习活 动 中 的角 色 缺 失也 是 导 致学 习 者 学 科 知 识 分 享 匮

乏的主要原因。

2.微博在初中生学科知识的 学 习中 应 用 较少，在 了 解社

会动态、获得娱乐及表达观点等方面的应用相对较多

统计 数 据 显示，初 中 生微 博 的 内 容 中 涉 及“学 科 相 关 知

识 ”的 内 容 仅 占 14.3%；其 他 方 面 ，如“社 会 动 态”占 32.8%、

“综艺娱乐”占 31.2%、“个人生活”占 21.9%，共占了总微博数

的八成以上。 可见，初中生开微博主要用于了解社会动态，其

次是作为娱乐以及个人生活的媒体途径。

3.在应用微博加强学科知识 的 学习 活 动 中，文 科 类 的学

习明显高于理科类的学习

统计数据显示，文科类内容占微博总数的 13.4%，占学科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第

4
组

第

5
组

小计

学科相关

知识

文科类 4 9 18 32 27 90(13.4%）
96(14.3%)

理科类 0 0 2 0 4 6(0.8%)

社会动态

时事摘要与评论 3 2 12 20 21 58(8.7%)
220(32.8%)社会生活 4 2 12 12 33 63(9.4%)

名家名作 5 11 28 20 35 99(14.8%)

综艺娱乐

星座测试 0 3 4 2 6 15(2.2%)
209(31.2%)明星时尚 1 5 26 38 30 100(14.9%)

创意搞笑 0 6 20 24 44 94(14.0%)

个人生活

细节描述 4 1 24 10 18 57(8.5%)
147(21.9%)生活感悟与观点 5 8 22 18 18 71(10.6%)

人际交流互动 3 1 6 6 3 19(2.8%)

其他 — 0 0 0 1 3 4(0.6% )

小计 29 48 174 183 23 670

表 19 内容分析类目表分析结果

类目

微博数（条）
组

别

泛在学习活动中知识分享的动机与效果研究学习新论

第 1
组

第 2
组

第 3
组

第 4
组

第 5
组

小计

学科相关

知识

文科类

理科类

社会动态

时事摘要与评论

社会生活

名家名作

综艺娱乐

星座测试

明星时尚

创意搞笑

个人生活

细节描述

生活感悟与观点

人际交流互动

其他 —

小计

表 18 内容分析类目表格

类目

微博数（条） 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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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微博数量的九成以上；而理科类内容则不到一成。

4.初中生微博中 涉 及 色情 暴 力 等内 容 较 少，基 本 不 影响

初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在微博内容的调查统计中，涉及暴力色情等内容被归入

“其他”一类。 而统计数据显示，此项内容仅占微博总数不到

一成。 这一数据证实了初中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自主学习意

识，能 够 自 动摒 弃 不 利于 自 身 健康 发 展 的 因 素，在 信 息 筛 选

上能够独立思考并做出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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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2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
CCE 2012）， 将于 5 月 28 日—6 月 1 日在台南大学召开。
目前，全球华人已经形成创意社群，我们所面对的 是 如 何

永续这个引领世界的学习型社群。 在科技面上，云端与学

习的整合，已经成为这一时代数字化学习能否开创新局面

的历史新契机。因此，本次会议透过“全球社群、云端学习”
这两个主题， 期盼能够协同全球华人的数字化学习研究，
携手开创数字化学习的新天地。

据悉，本次会议继续向全 球 华 人征 集 论 文，会 议 最 后

投稿日是 1 月 15 日，论文审 查 结 果是 2 月 17 日，论文 定

稿截止日是 3 月 9 日，论文注册截止时间是 4 月 20 日。另

外， 参加会议的代表报名时间是 2 月 17 日—4 月 20 日，
请欲参加者及时注册。 联系人：台南大学数位学习科技系

专任助理曾家俊先生 （联系电话：886-6-2133111 转 779；
e-mail：gccce2012@gmail.com）。

（绍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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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CE 2012 会议注册报名时间截止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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