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基于大数据信息化的背景和政策
需求，网络平台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愈发紧
密，日常的高校教学中开始大范围地使用网
络学习平台。本研究针对超星学习通这一网
络学习平台进行调查，研究大学生对该平台
的满意度维度及量表，通过文献分析法和问
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之后采用 spss和 Amos
进行数据分析，提出了涵盖六个维度、共计
十八个题项的量表，对于全面、精准地测量
不同网络平台用户的满意度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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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全面覆盖，社
会各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
教育领域也在其中。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
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1]明
确指出，要通过促进教学数据和管理数据的
汇聚和共享，建立教育大数据分析模型全
面、精准地掌握学校和师生情况，探索基于
大数据的学生行为分析，为广大师生提供个
性化的教育服务，促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近年来，由于疫情影响，我国网络学习平台
的使用率不断提升，但是这些网络学习平台
的反馈还不够完善。

超星学习通作为中国主流的学习平台
之一，致力于为学校提供全方位的线上教学
支持。鉴于其在中国高校学生群体中拥有庞
大的用户基础，并作为学习平台的典型代
表，本文选定超星学习通为研究对象，开展
针对大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基于这些发现，
本文将开发一套适用于超星学习通的满意
度量表，旨在为各类网络学习平台提供优化
平台功能、推广平台服务以及提升学生使用
体验的参考和对策建议。

1、核心概念界定
1.1.网络教学平台
在网络教育教学平台方面，朱冰洁等 [2]

为了深入探索培养符合数字化时代需求的
多元型人才所需的条件，聚焦于学生的学习
行为和学习习惯并且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
分析。段玲利[3]调研发现，师生普遍认为网络
学习平台和学习软件在教育中主要扮演着
辅助性角色。若在教育过程中确实需要使用
这些技术工具，师生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那
些操作便捷、使用体验良好的软件，以确保
学习的效率和效果。彭卓 [4]基于互动分析视
角，对网络学习平台的使用方法及其效能进
行了评价。Fatima和 Crawford 采用实证研
究的方法，探索了学生使用网络学习平台过
程中的自我激励作用。王青[5]基于 UTAUT模
型，探究了大学生对网络学习平台的使用意
愿。目前，学界关于网络学习平台的研究多
聚焦于如何利用这些平台实现教学融合、提
升教学效果，以及对网络学习平台的认知评
价和学生的使用意愿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
提供了深入理解网络学习平台的视角，但专
门从高校角度探究大学生对网络学习平台
满意度的研究仍显不足。满意度是衡量学生
学习体验和平台效果的重要指标，对于高校
和网络学习平台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本
文将从高校视角出发，以超星学习通为例，

深入探究大学生对网络学习平台的满意度，

以期为高校和网络学习平台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推动平台持续发展和优化，为大学生

创造更优质的学习体验。

国内典型的网络学习平台有中国大学

MOOC、慕课网、网易公开课、Cmirsem等。这

些网络学习平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在线课

程和学习资源，还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实

现了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例如，通

过智能推荐系统，平台可以根据学习者的学

习习惯和兴趣，为其推荐合适的课程和学习

资源；同时，平台还提供了在线讨论、互动问

答等功能，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

社区环境。此外，国内的网络学习平台也在

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趋势和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需求。

1.2.学生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概念，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超星学习通平台这
一特定背景下，学生满意度的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结合学生满意度的主观性、比较性、模
糊性和动态性这四个特性，在研究超星学习

通平台的学生满意度时，需要特别关注大学
生群体的特殊性。因此，本文将区别于传统
平台的满意度研究方法，专注于大学生群体
的特殊性开展研究工作。

2、大学生超星学习通满意度调查量表
开发

2.1.量表开发
本文基于大学生的使用角度出发，借鉴

已有文献，结合网络学习平台的特点和大学
生使用习惯，编制了 45 条测量题项，旨在全
面评估大学生对超星学习通这一网络学习
平台的满意度。为确保量表语义表达的直观
性和准确性，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题项
进行了评审，并根据专家意见对存在争议的
题项进行了修订，决定剔除“教学评价”这一
维度。最终，形成了涵盖 6个维度、共计 38
个题项的初始量表，如表 1所示。

采用李克特 5级量表编写问卷，题目全
部为单项选择题，每个题项的“完全同意、基
本同意、一般、基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分
别计分为“5、4、3、2、1”，获取被试对超星学

习通的具体倾向。

2.2量表测量

2.2.1 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旨在通过探

索性因子分析法，对大学生超星学习通满意

度调查量表进行开发和设计。数据主要来源

于 S大学，研究团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

该大学的学生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以确

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该大学使用超星

学习通的人数和范围较广，适宜数字的回收

与收集。共计发放问卷 152份，因为部分学

生未使用过该平台，所以回收回答有关量表

问卷的份数为 121份，剔除无效作答后，经过

严格的筛选和整理，成功回收 116 份有效问

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6.3%。样本特征如

下：①调研对象性别：男性占 15.5%，女性占

84.5%；②调研对象所在学段：本科生占
13.8%，研究生占 86.2%；③调研对象使用平
台的时间：一年以下占 16.4%，1—3 年占
53%，4—6年占 34.5%，六年以上占 3.4%。

本文运用 SPSS25对 38 项初始题项首
先进行题项分析，测量初始 Cronbach'sα值
为 0.952，对数据样本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
分析和高低分组的题总相关分析，剔除显著
性较弱的 7道题，之后对数据进行鉴别指数
的分析，并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和可靠性检
验，最终剔除样本中的 7道题目，剔除后的
Cronbach'sα值为 0.954。

接着，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KMO值为 0.910，这一数值表明
变量间的相关性强，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同时，对数据进行 Bartlett球形检验后，
得到的显著值为 0.000，小于通常设定的显
著性水平（如 0.05），说明变量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进一步证实了初始量表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公因子分
析，筛选出的前 6个公因子共同解释了全部
方差的 65.880%。这表明这 6个公因子能够
代 表 原 来 31 个 衡 量 投 入 度 指 标 的
65.880%，即数据信息损失较少。因此，这 6
个公因子能够较好地解释初始数据。基于以
上分析，提取 6个公因子为 Y1，Y2，Y3，Y4，
Y5，Y6。对因子结果作最大方差法正交转
轴，结合碎石图抽取出 6个因子，剔除对超
星导航结构清晰度感到满意等多个因子题
项。进一步地，对于在两个因子成分上载荷
均小于 0.5的题项，以及存在交叉载荷的题
项，进行了删除处理。经过筛选，最终保留了

18个题项。这些题项经过因子分析后，结果

显示 KMO 值为 0.912，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

著性水平 P小于 0.0001，说明数据非常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此外，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66.891%，意味着这 18个题项能够很好地解
释原始数据中的大部分变异。每个题项的因

子载荷值均介于 0.65至 0.9之间，满足了因

子分析的标准要求。详细的因子分析结果如

表 2所示。

2 .2 .2 信度检验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值判断量表效度，结果如表 2 所示。从

中可见，整体形象、资源功能、服务质量、课

程 安 排 、 线 上 考 试 测 评 、 认 可 度

Cronbach'sα 系数值分别为 0.777、0.844、
0.796、0.705、0.772 和 0.790。同时，对整体

量表进行可靠性分析，发现由 18 条题项组

成的整体量表的 Cronbach'sα 系数值为

0.920。可见，本文量表信度达到指标要求，

说明量表信度较高。

2.2.3 验证性因子分析依据 Fornell 和

Larker（1981）的建议，若各变量的平均方差

提取值（AVE）大于 0.5，则表明各测量指标的

聚合效度表现良好。参考 Hair（2006）的推

荐，利用 Amos28软件对 18个题项进行了验
证性因子分析，其结果如图 1所示。从图中
可见，各题项标准化路径系数计算后得到的
AVE值均大于 0.5，CR值均大于 0.7，这符合
良好聚合效度的标准。此外，验证性因子分

析的结果还显示，卡方自由度指数为 1.541
（小于 2.5），CFI 值为 0.960，AGFI 值为 0.90，
均达到了 0.9 的理想水平；RMSEA 值为
0.049，低于 0.05的临界值。这些指标数值均
满足判断标准，从而证明本文中的变量因子
结构清晰，具备较高的拟合优度。

3结论与启示
3.1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专家指导和相关软件分析

结合的方法，提出大学生对超星学习通的
满意度由整体形象、资源功能、服务质量、
课程安排、线上考试测评、认可度 6个维度
构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开发出包含 18
个题项的量表，验证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
度并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该量表基于文
献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在初始量表开发
阶段，严格遵循量表开发步骤。该量表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可量化、可操作的测量工具，
对测量不同网络平台学生的满意度具有重
要意义。

3.2研究贡献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和深入解

读，确定了超星学习通的满意度评价量表。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其他类似平台的满意
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通过实证研究的
方法，对平台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评估，可以
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3.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

在一些局限性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
先，由于样本量较小，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在收集到大学生
对该平台的满意度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师
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未来，笔者将继续针对量表的精细化、多
样化、科学性和可靠性进行进一步的探
讨。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量表，笔者可以
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
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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