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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存在感对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线上学习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徐 萍,刘燕玲

(江西科技学院医学院,南昌
 

330098)

  [摘要] 目的 研究教学存在感对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线上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

法,抽取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该校护理学专业本科生360名作为调研对象。采用在线学习满意度量表

及教学存在感量表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与教学存在感的相关性。结

果 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的在线学习满意度总分为(107.14±11.57)分,女生教师因素的满意度评分高于男生

(P<0.05),大学三年级学生教师因素、环境因素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大学二年级学生(P<0.05),
农村生源地学生教师因素、课程因素、环境因素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其他生源地学生(P<0.05),其

他各变量间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学生的教学存在感总分为(36.47±4.23)分,女生的指导

感评分高于男生(P<0.05),其他各变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学存在感各维度均能正向预测学

生学习满意度(R2=0.336,P<0.05)。结论 护理学本科学生在线学习满意度中等,可通过多途径措施优化,
提高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

[关键词] 教学存在感;学生,护理;在线学习满意度;本科生

[中图法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3)19-3028-05

  经过多年持续建设和发展,在线教学、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已逐步成为高校教学新常态。2022年9
月,国家教育部文件指出,将持续加强线上教育教学

管理,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切实解决线上教

学中存在的重复建设、形式单一、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1]。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是指学生对在线教学实

施结果相对于教学期望做出的综合价值评价[2]。研

究发现,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会影响学习效果,是否满

意是评价网上学习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3-5]。网上学

习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习者再次选择网

上学习形式的意愿,也说明了学习者对网上学习心得

体会的满意程度[6]。教学存在感是指在线教学活动

中,学生对教师角色的感知及情感体验,其本质是学

生在教师“离场”时对教师角色的“真实感”体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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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感是影响在线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7]。因

此,本研究尝试从学生角度分析教学存在感对在线学

习满意度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21年9月至2022年12
月本校护理学专业本科二、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本科二、三年级学生;
(2)参加《基础护理学》或《护理学基础》线上课程学习累

计时长超过3个月;(3)自愿参加本项目研究。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自行设计问卷,主要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等。(2)学习满意

度量表。采用王成琳[6]编制的大学生在线学习满意

度量表进行评价。该量表包括学习动机(多选题1
题)、学习者(5题)、教师(6题)、课程(7题)、环境(6
题)4个分维度及总满意度(5题),共30题。第1题

设置为学习动机的多选题,其他题均为单选题,且采

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依次计为1~5分,分数越高,说明大学生在线学习满

意度越高。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

于0.732,KMO检验系数为0.984,Bartlett球形检验

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中的主因子累

计方差解释率为61.23%,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912,说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3)教学存在感

量表。采用汪存友等[7]编制的教学存在感量表进行

评价。量表包括被控感(3题)、指导感(4题)、交互感

(3题)3个维度共10题。问卷采用Likert
 

5级计分

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为1~5
分,分数越高,说明教师存在感越高。该总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878,量表理论模型和各项拟合指

数数据表现良好,与效标问卷各维度及总分的相关系

数为0.502~0.580,说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1.2.2 数据收集方法

  护理学专业本科生在完成一学期基础护理学线

上课程学习后,主讲教师通过学习通在线向学生发布

调查问卷。问卷采用了统一的指导语,对本次问卷的

目的、填写要求、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说明,并以匿名方

式由学生自愿参加填写。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或F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

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lo-
gistic回归分析教学存在感对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影

响。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4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

(<120
 

s)、所有题目填写相同答案、答案选项呈现规

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17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37
份,有效率为95.20%。其中男生42名(12.46%),女
生295名(87.54%);大学二年级166名(49.26%),
大学三年级171名(50.74%);平均年龄(17.87±
2.33)岁;生源地:农村22名(6.53%),乡镇44名

(13.06%),县城126名(37.39%),城市(区)145名

(43.02%)。
 

2.2 学生学习动机情况

  护理学专业学生在学习动机的选择上,由高至低

依次为:“获得资格(技能)证书”“提高专业素养和技

能”“选修学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得到认可”
“解决实际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听从父母或他

人的要求”“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其他”,见表1。
表1  学生学习动机情况统计

项目 人数(n) 占比(%)

获得资格(技能)证书 377 100.00

提高专业素养和技能 377 100.00

选修学分 377 100.00

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得到认可 299 79.31

解决实际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58 41.91

听从父母或他人的要求 108 28.65

出于个人兴趣爱好 93 24.67

其他 33 8.75

2.3 在线学习满意度情况

  学生学习满意度总分为(107.14±11.57)分,总
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女生教师因素的满意度评分高

于男生(P<0.05),大学三年级学生教师因素、环境因

素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大学二年级学生

(P<0.05),农村生源地学生教师因素、课程因素、环
境因素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其他生源地

学生(P<0.05),其他各变量间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4 教学存在感得分情况

  女生指导感评分高于男生(P<0.05),其他各变

量间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5 教学存在感与学生学习满意度的相关性

  教学存在感总分、指导感与学生学习满意度呈强

相关(P<0.01),交互感维度与学生学习满意度总分

呈中等相关(P<0.01),被控感维度与学生学习满意

度总分呈弱相关(P<0.01),见表4。
2.6 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

  以学生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及教学存在感各

维度为自变量,以学生学习满意度总分为因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logistic回归分析。教学存在感的3个维度

进入回归方程,各维度能正向预测学生学习满意度

(R2=0.336,P<0.001),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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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线学习满意度评分(x±s,分)

项目 n(%) 学习者因素 教师因素 课程因素 环境因素 总体满意度 总分

性别

 男 42(12.46) 17.71±2.87 21.14±3.15 25.48±3.98 22.60±4.51 19.02±2.12 105.95±12.95

 女 295(87.54) 17.81±2.48 22.25±3.39 26.25±3.68 22.37±3.48 18.63±1.94 107.31±11.37

 t 0.067 3.993 1.581 0.143 1.505 0.505

 P 0.796 0.046 0.209 0.706 0.221 0.478

年级

 大学二年级 166(49.26) 17.88±2.17 23.16±3.17 26.02±3.51 23.15±3.76 19.00±2.23 109.21±10.76

 大学三年级 171(50.74) 17.73±2.48 21.10±3.27 26.27±3.92 21.67±3.32 18.36±1.61 105.13±12.00

 t 0.370 34.363 0.382 14.755 9.103 10.797

 P 0.544 <0.001 0.537 <0.001 0.003 0.001

生源地

 农村 22(6.53) 17.05±2.34 19.41±3.33 22.59±3.35 19.59±3.03 16.86±2.01 95.50±9.70

 乡镇 44(13.06) 17.82±2.22 22.82±3.29 25.45±3.73 23.39±3.85 18.95±1.48 108.43±10.88

 县城 126(37.39) 17.53±2.52 22.15±3.59 26.02±3.84 22.53±3.79 19.04±2.18 107.28±12.51

 城市(区) 145(43.02) 18.14±2.16 22.28±3.04 27.01±3.30 22.41±3.28 18.55±1.72 108.39±10.22

 F 2.419 5.687 10.725 5.808 8.755 8.749

 P 0.06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3  教学存在感得分(x±s,分)

变量及类别 n(%) 被控感 指导感 交互感 总分

性别

 男 42(12.46) 10.79±1.39 10.45±1.63 14.60±2.70 35.83±4.61

 女 295(87.54) 10.90±1.48 11.03±1.55 14.63±2.17 36.57±4.173

 t 0.229 5.091 0.011 1.104

 P 0.633 0.025 0.917 0.294

年级

 大学二年级 166(49.26) 11.02±1.47 10.95±1.55 14.59±2.18 36.55±3.96

 大学三年级 171(50.74) 10.75±1.46 10.98±1.60 14.67±2.30 36.40±4.48

 t 2.860 0.032 0.098 0.115

 P 0.858 0.755 0.092 0.735

生源地

 农村 22(6.53) 10.32±1.36 14.77±2.11 10.86±1.42 35.95±3.81

 乡镇 44(13.06) 10.77±1.74 14.30±2.37 10.84±1.63 35.91±4.72

 县城 126(37.39) 11.02±1.65 14.39±2.53 10.74±1.47 36.13±4.78

 城市(区) 145(43.02) 11.07±1.46 14.63±2.24 11.03±1.43 37.02±3.55

 F 1.727 1.649 0.936 1.456

 P 0.161 0.178 0.423 0.227

表4  教学存在感与学生学习满意度相关性(r)

项目 学习者因素 教师因素 课程因素 环境因素 总体满意度 总分

被控感 0.229a 0.185a 0.210a 0.211a 0.053a 0.243a

指导感 0.439a 0.413a 0.312a 0.454a 0.162a 0.520a

交互感 0.474a 0.376a 0.252a 0.350a 0.146a 0.478a

教学存在感总分 0.495a 0.148a 0.465a 0.428a 0.158a 0.532a

  a: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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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教学存在感对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项目 B SE β t P

常数 9.797 0.671 11.945 <0.001

被控感 1.153 1.522 0.826 3.167 0.002

指导感 1.628 1.531 0.755 2.899 0.004

交互感 1.003 1.538 0.615 3.041 0.003

教学存在感总分 3.343 1.535 0.095 3.182 0.002

  R2=0.336,调整R2=0.328,F=42.016,P<0.001。

3 讨  论

  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合理设计线上教学环节是提

高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关键。教师因素具体包括教师

专业素养、教学设计和课时安排[7]。本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的教师因素评分存在差异

性(P<0.05)。可能与教师团队以女教师居多、教学

任务由不同的教师团队成员承担、农村生源地学生线

上教学适应能力较差等有一定关系。此外,个别教师

对专业素养认知仅限于自身专业知识、技能及教育教

学理论知识,信息素养对网络教学效果的影响被忽

视。广义上的教师专业素养不仅是指教师的知识技

能储备,还应包括有效进行信息检索的能力,熟练运

用各种数字资源、软件或平台开展线上教学活动的能

力等,教师应注重自身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这对提

高不同性别、年级及生源地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具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8-10]。单一的线上教学环节设计会使学

生的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学习动力略显不足,线上教

学效果偏差。线上教学环节设计包括教学活动类型、
教学互动形式、线上学习时长等。根据学生学情,及
时调整线上教学活动的形式、内容与时长,增加一定

的教学互动环节,能提升学生线上学习的兴趣,强化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11-13]。线上教学过程中,良好的师

生交互可促进教与学的再度整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提升,提高学生在线学习的满意度[14-16]。教师

作为线上教学活动的主导,应根据学情及教学重难

点,合理设计教学环节,关注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及时

给予学生正向反馈。
采用丰富线上教学资源类型,有效进行线上学习

交互,对提升学习满意度有促进作用。课程因素包括

线上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呈现,以及学习的交互性

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区)生源地学生的课程

因素评分高于其他生源地学生(P<0.05),这可能与

学生是否对学习内容感兴趣,是否曾有参与基础护理

学课程线上学习经历、不同教学团队成员线上教学交

互形式与频率不同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线上课程

学习章节内容的选择及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将影响

学生线上持续学习的动力及其学习满意度评价[17-20]。
因此,教师在进行线上教学前,应做好充分的教学资

源准备。可根据学生的认知习惯、基础能力与教学内

容的特点,多途径收集与制作线上教学素材,引入视

频、动画、虚拟仿真平台等内容,设计“闯关”学习环节

或在线小助手等形式,降低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的难

度,把掌握知识的主动权交到学生手中,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其在线学习的获得感,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学生学习满意度。线上教学交互性具体包括师生

交互、生生交互、教学资源与学生交互及平台(软件)
与学生交互。通过多种方式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

体”的教学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主动探究

知识的内驱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与 学 习 满

意度[21-22]。
稳定的学习平台和技术支持有助于提升学生在

线学习的满意度。环境因素包括学习平台设计、学习

服务支持、通信设备、网络通信性能等。本研究结果

显示,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学生的环境因素评分存

在差异性(P<0.05),这可能与学生线上学习平台使

用熟练度、网络与设备的稳定性及线上学习支持程度

不同存在一定关系。网络学习环境的稳定性是影响

学生网络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14]。因此,建议教

师尽量选择平台功能强大、运行稳定、操作界面友好、
有稳定技术支持团队的同一教学平台,尽可能选择无

线网络信号覆盖良好的区域进行线上教学或学习;教
师可在开课前,有针对性地给学生进行平台或 APP
使用方法培训,避免出现系统操作问题或网络卡顿等

故障,影响学生线上学习的体验感与在 线 学 习 满

意度。
教师的各种有效教学行为是提升学生教学存在

感的基础。本研究是基于学生角度对教师教学行为

的感知进行教学存在感研究,从“被控感”“指导感”
“交互感”3个维度进行探讨分析,发现教学存在感均

与教师的教学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线上或线

下教学,教师的有效教学行为是基础。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学习状态的关注,及时地答疑解惑,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激发其学习兴趣,并适时予

以反馈评价,能使学生的教学存在感明显增加,同时

对教师产生正向的情绪体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及

学习效果。
提升线上教学存在感,是促进在线学习满意度的

重要途径。教学存在感的被控感、指导感、交互感维

度能一定程度正向预测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23-25]。
线上学习过程中,应时刻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其学习

表现的持续关注和反馈,当学生遇到学习疑问时,教
师及时地提供在线帮助、答疑解惑等各种教学行为,
有助于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信心,提升学生线上学习

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教师实时地教学、管理、技术指

导支持等行为,让学生感知到教师教学行为对其学习

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能减少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出

现的注意力不集中、不及时完成作业、不听课等情况,
使学生逐渐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认同教

师的辛勤付出,增强师生的情感联结和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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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教师课前应加强自身信息化素养,主
动学习线上教学方法,选择合适的学习平台,做好充

分的线上教学准备;课中,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过程

予以关注和督促,重视教学存在感对线上学习效果的

正向影响,对学生阶段性的学习成效给予及时反馈,
答疑解惑,稳定地提供情感支持和技术帮助,提高学

生对教师角色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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