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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创新能力的

重要途径。国家大力推进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继 续 教 育 质 量。但 现 阶 段 我 国 在 线 继 续 教 育 实 践 和 研 究

发展还很不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十分 必 要。本 文 综 合 运 用 文 献 计 量 工 具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和 批 判 性 阅 读 方 法，对

国外在线继续教育文献进行了文献共被引和主题词共现分析，将其整合为两个阶段、四大主题，总结主要成果、

评述研究方法、预测未来方向，为我国相关领域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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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创新能力的重要

途径。教育部２０１６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① 指出，要推进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开放和在

线教育联盟，扩大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继续教育质量；２０１８年《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② 提

出，到２０２２年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发展基于互联网的

教育服务新模式。但目前而言，我国在线继续教育发展水平不一，研究相对落后，亟需学习国外经 验 成

果。而系统的文献综述是学习国外经验的有效途径，但国内相关综述研究十分缺乏。鉴于此，本文采用

文献计量工具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与批判性阅读方法，系统整合国外在线继续教育文献，描述现状、探索前沿，为我

国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国外继续教育概念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彼此交叠，为确保文献的全面性，本文采用相

对宽泛的检索主题。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集为数据来源，以“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ｄｕｌｔ／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及其变体主题词进行检索，对“ｏｎｌｉｎｅ／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等主题词进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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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精炼，剔除非教育类文献，文献类型选择论文、综述和期刊评论，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共获得文

献８０５篇（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本文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挖掘在线继续教育研究知识基

础与研究前沿，再根据主题词共现分析探索主题热点和发展趋势，最后结合分析结果与批判性阅读对文

献进行主题分类、综述评价。

二、研究内容知识图谱分析

１．研究发展概况

发文量和引文量能直观反映某研究领域在特

定时 间 段 内 研 究 热 度 的 变 化，是 衡 量 其 发 展 态 势

的重要指 标。如 图１所 示，国 外 在 线 继 续 教 育 研

究发文量从２００８年显著增加，２０１３年达到高峰后

短暂下降，２０１６年重返高潮，年发文量达到８６篇，

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较高热度。引文量也从

２００８年快速上升，２０１７年达到１９９２次。可见，在

线继续教育 研 究 在２００９年 左 右 进 入 繁 荣 时 期 且

热度延续至今。

２．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核心知识基础与前沿

知识基础是研究前沿在文献中的引用轨迹，有助于深入了解领域发展脉络，把握核心本质。本节通

过文献和作者共被引分析，挖掘在线继续教育研究的核心知识基础与前沿。

以参考文献为分析对象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年度区间设定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８，时间切片定为１，节点类

型为被引文献，阈值设为Ｔｏｐ５０，无修剪，得到图２共被引文献知识图谱，Ｑ值为０．８（＞０．３），Ｓ值为０．５３
（＞０．５），网络社团结构显著，聚类结果合理。可以直观看出几个大的聚类和关键节点。同时具有较高被

引频率（＞９）和高中心性（＞０．１）的文献包括库克、德迪、布雷斯洛、沃托、加里森和米什拉，它们是学者关

注焦点又在研究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发挥中介桥梁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节点设为被引作者，阈值为Ｔｏｐ２０，得到作者共被引图谱（图３）。由图

可知，高被引作者分布集中，温格和班杜拉等同时具备高被引频率和中心性的学者为在线继续教育研究

奠定了基础；艾伦等高突现值（＞５）的学者推动研究向前跨越式发展。表１总结了在线继续教育研究核

心知识基础与前沿及领域内权威专家学者，他们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３．主题词共现网络图谱———研究热点与趋势

将节点类型设为主题词，阈值设为Ｔｏｐ　５０，时间分割为１年，用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修剪全局网络得出关键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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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知 识 图 谱（图４），Ｑ值

为０．７２（＞０．３），Ｓ值 为

０．６（＞０．５），网 络 社 团 结

构显 著，聚 类 结 果 合 理。

本文 将 共 被 引 频 次 大 于

１０或 中 心 性 大 于０．１的

主题词均评定为热点词。

由图４可知，在线继续教

育研究主题零散，但存在

高被 引 和 高 中 心 性 的 关

键词。

表２汇 总 统 计 了 在

线继 续 教 育 高 被 引 或 高

中介中心性主题词（除去

基本检索词），同时具备二

者 的 主 题 词 包 括：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说 明 在 线 学 习 环

境，学 习 过 程、体 验 与 结

果，继续医学教育和教学

设计是研究的热门主题。

表中还有一些词虽然共被引频率较低但

中心性较高，说明它们发挥中介节点作

用却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本文将

其归为两类：在线教育（教育机构、在 线

学习系统、合作学习、学科知识内容）与

研究方法（先前研究、结构方程模 型、定

性数据、对 照 实 验 组、系 统 综 述）。由 此

可知，教育机构、在 线 学 习 系 统、合 作 学

习与知识内容研究连结在线继续教育研

究网络多个主题，应予以更多关注；结构

方程模型、对照实验、系统综述等是常采

用的研究方法。此外，ＭＯＯＣｓ虽然中心

性不高但具有较高共被引频率，也是近

几年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高共被 引 和 中 心 性 词 反 映 研 究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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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突现词可以揭示在一段时期内哪些主题受到高度关注。分析显示，在线继续教育研究领域曾经的

高关注度主题包括远程教育（６．２４，１９９８）、职业教育（４．１，２０１０）、在线学习环境（４．０２，２００１）、继续教育

（３．９９，２００２）、教育机构（３．８４，２０１０）和继续职业发展（３．５，２００７），高突现值主题词数量不多且近几年没

有新突现词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线继续教育研究发展平稳、缺乏突破创新。

三、文献综述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本文对分析发现的重要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将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国外在线继续教

育文献分为两个阶段和四大主题。２０１０年前为早期阶段，主题研究综述较多；２０１０年至今为后期阶段，

教育技术工具和特色案例研究不断涌现。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主题文献贯穿始终。

１．综述类研究

综述类文献多出现在早期阶段，主要包括在线教育模式的实际应用与混合学习模式。

在线教育模式实际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代表成果包括沃托、柯伦和库克关于

医务人员在线教育研究以及德迪关于教师在线职业发展研究。沃托等①系统回顾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在线

继续医学教育对医生业务表现的研究，发现在线模式与传统模式的知识传授效果一样有效，但对实践影

响有待探究。柯伦和弗利特②利用柯式评估模型系统梳理了在线继续医学教育评估研究，发现多数研究

基于参与者满意度，少有汇报对医生临床操作和病人康复情况的影响，在线教育模式对工作实践影响有

待考察。库克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在线继续教育教学效果评估③和专题研究④：前者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比

分析了在线教育模式和传统授课模式的教学效果，不同在线教育项目的教学效果，总结了多种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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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特性与共性，发现线上教学与传统授课效果基本一样，但内部多样性显著；后者则包括学习投入时

间与效率、虚拟病人教学设计等专题综述。以上文献多采用定量对比分析，后逐渐融入质性研究 方 法。

德迪①系统梳理了２００５年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在线教师职业发展大会研究成果，将其总结为四类———项目

设计（评估内容、教学策略、实施方法、发现最佳实践）、项目效果（考察参与者满意度和短期教学效果变

化）、项目技术设计（比较不同多媒体工具的教学效果、技术对实现合作学习和构建学习社区等教学目标

的效果）以及学生互动（评估参与质量、在线交流与合作效能等），发现多数研究缺乏严谨性、建设性，因此

提出科学研究框架以指导学术研究、强化理论与实证、提高模型解释力。

随着在线学习的发展，全线上模式弊端逐渐显现。研究者开始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模式。米恩

斯等②采用元分析方法，整合了全线上模式和混合模式与传统面授模式学习效果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线

模式比传统模式效果更好，混合模式效果更优，后者主要涉及学习时间、教学资源、生生互动等主题，其内

部多种形式的灵活利用需继续探索。德赖斯代尔等③综述了２０５篇硕博论文，总结出四大趋势及二级主

题：人口学特征（学习者类型、课程开设机构）、研究方法（推论统计学、质性研究、二者结合）、研究主题（学

习效果、倾向意向、教学设计、互动、比较、人口统计学、科技、职业发展）和理论框架（探究社区理论、交互

影响距离理论、实践社区理论、质变学习理论），发现研究多聚焦高等教育、学生表现、教学效果比较等实

践层面，对理论基础关注不足。学生动机、参与度和相关制度政策是新兴研究方向。

２．学生学习类研究

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研究一直是在线继续教育文献的热门方向，前者包括学习体验、合作学习、

在线社区与学习互动，后者集中探讨满意度、持续使用与学习效果。

艾伦团队④通过调查覆盖全美１０００多所大学和２０００多位成人学习者的调查研究，考察了用户对在

线和混合学习方式的体验与看法。迪尔比耶等⑤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医生在线硕士学位项目的学

习体验，发现学生认为在线形式方便、灵活、对学习有益，但需加强交流、团队合作、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

偏好等。朱等人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探究了集体主义和群体潜能对成人个体网络自我效能感和在线学

习效果的预测力，强调课程设计应关注群体过程。邓肯－豪威尔⑦将在线社区作为一种新的教师职业学

习资源研究，通过分析３个在线社区成员数据发现教师寻求有关课堂实际教学的参与式学习，将在线学

习作为重要的职业发展工具。刘⑧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台湾地区英语教师在线讨论教学

视频的学习体验，发现讨论中职前与在职教师扮演的角色不同，经过１年参与教师关注的问题逐渐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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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教师将在线社区当做职业学习的重要机会。埃文斯等①利用“实践社团”理论相互介入、共同事业和

共享技艺库框架，对理疗师在线讨论板文本内容进行了质性分析，发现实践社团能提供高参与度和互动

的社会学习环境，持续协助、合作任务等设计促进了知识创新与共享。侯②采用民族志方法探究了在线

职业学习和实践社团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同伴对学习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自愿参加和授权许可是建设

职业发展共同体的关键要素。郭和贝兰③利用黑板报平台调查了在线学习者对互动、满意度和自我表现

的看法，发现学生、内容与师生互动是学生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自我效能感与这三种互动正相

关，学生背景变量对师生互动影响最大，课程变量对生生互动影响最大，学生与内容互动不受学生和课程

变量影响。塔菲克等④利用互动分析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探究了慕课化学课生生互动的本质和层级，发

现生生互动层级较低并随时间减弱，且严重依赖于少部分活跃分子。萨塔尔⑤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

络分析法调查了职前英语教师在线交流的参与度、互动模式和社会临场感，发现辅导技能课程和社会临

场感能提高教师在线参与技能、增强互动。

孙⑥开发了在线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六维模型，问卷调查发现学习者计算机焦虑、教师对在线学习

态度、课程灵活性和质量、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及评估多样性是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李⑦综合运

用期望确认模型、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沉浸理论，构建模型解释并预测持续使用在线学习意

向，问卷调查显示满意度对用户持续使用意图影响最大，其次是感知的有用性、态度、完全专注、主观规范

和感知的行为控制。郑⑧提出用以考察学习支持对在线学习系统接受度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发现，感知的个体学习支持和促进合作氛围支持对职员使用意向产生积极影响，增强社会联系支持

对职员行为意向产生负面作用。赖⑨考察了公务员自我导向学习准备度和网络素养对在线学习效果的

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对学习效果都具有正向作用，在线讨论参与度评分较低，积极、热爱和独立学习与网

络技能、信息评估是预测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史密斯和西弗瑏瑠将社会临场和社交能力融入技术接受模

型，分析其对教师在线职业发展持续使用的影响，分析发现感知的易用性、有用性和社会临场对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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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决定作用。洪①调查了中小学教师的在线学习准备度，因子分析发现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在学习自

我效能上准备性更强，硕士学历者比本科学历者交流自我效能和学习、迁移自我效能更高，从教年限短者

交流自我效能高，从教时间长者自我导向学习强。克齐泽等②考察了自我调节学习技巧对慕课学习行为

和目标达成的预测作用，通过调查５０００名学生成绩、互动与反馈，发现目标设定和策略计划能预测目标

实现，寻求帮助与低目标实现率相关，自我调节学习技巧强者更倾向回顾课程材料，人口学特征和学习动

机能预测自我调节学习技能。萨马拉③提出“在线学习持续满意度”概念并调查了师生对其影响因素的

看法，通过模糊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方法得出五个核心要素：信息质量、任务技术配饰模型、系统质量、

效用价值和有用性，建议合理调整要素以保证持续使用满意度。黄等④从移动和社交视角考察移动社交

网络学习平台的持续使用情况，分析发现移动有用性、易用性和归属感直接影响满意度，满意度直接影响

学习持久性。陈⑤利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考察在线学习系统对职员工作影响，核心要素调查发现，员工

认为在线学习系统有用且令人满意，其使用与整体工作成果显著相关。

３．教师教学类研究

从教师角度探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在线继续教育研究热点方向，主要包括教学体验、项目设计

与评估和教育理论与分析框架研究。

谢⑥考察了６个国家在线教师对自己教学经历的看法，通过三级编码访谈材料将教师观点分为在线

环境中的教师角色、与学生互动方法、教师未来职业预期；将在线教学体验概括为互动活动、评估标准和

自我预期。项目设计与评估研究相对较多。福蒂斯等⑦对比了继续医学教育在线模式与现场互动工作

坊模式的教学效能，发现两组医生的知识水平都得到中等程度提高，在线模式有助于提高临床表现。马

维立⑧通过对荷兰２６个中学教师在线社区的大范围问卷调查发现，混合学习社区比纯虚拟社区更能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科深度理解。惠勒等⑨提出利用干预映射方法开发药房员工心理健康在线课程。黄

等瑏瑠在行为学理论基础上开发了口腔癌检查在线教育课程，评估结果发现课程整体反馈积极，但课程长

度负面评论较多。斯科特等瑏瑡为项目开发者提出有助发挥技术强化学习潜能的十条实证建议。

·９２１·近二十年国外在线继续教育研究综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Ｍｉｎ－Ｌｉｎｇ　Ｈｕ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９４，（２０１６）：１２０－３３．
ＲｅｎéＦ．Ｋｉｚｉｌｃｅｃ　ｅｔ　ａｌ．，“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４，（２０１７）：１８－３３．
Ｈｏｓａｍ　Ａｌ－Ｓａｍａｒｒａｉｅ　ｅｔ　ａ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３，ｎｏ．１１（２０１８）：１－１７．
Ｋｅｎｇ－Ｂｏｏｎ　Ｏｏｉ　ｅｔ　ａｌ．，“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０，（２０１８）：１２７－４５．
Ｈｓｉｕ　Ｊｕ　Ｃｈｅｎ，“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Ｊｏｂ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５，（２０１０）：１６２８－３９．
Ｐｅｉ　Ｈｓｕａｎ　Ｈｓｉｅｈ，“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ｓ：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４，（２０１０）：２７–３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ｏｒｄｉｓ　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Ｍ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Ｍ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ＡＭＡ２９４，ｎｏ．９（２００５）：１０４３－５１．
Ｕ．Ｍａｔｚａｔ，“Ｄｏ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Ｐｕｒｅｌｙ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ｎｅｓ？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０，（２０１３）：４０－５１．
Ａｍａｎｄ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Ｓｔａｆｆ，”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３３，ｎｏ．
４（２０１３）：２５８－２６６．
Ａｌｖｉｎ　Ｇ．Ｗｅｅ　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ｎ　Ｏｒ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１，ｎｏ．１（２０１６）：１５８－６５．
Ｋａｒｅｎ　Ｍ．Ｓｃｏｔｔ　ｅｔ　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ｓ　３７，ｎｏ．１（２０１７）：６１－６６．



理论研究方面，诺尔斯①提出了“成人教育学”概念，梅里安②系统研究了成人学习与教育主要理论；

穆尔开创了“交互距离与学生自治”二维理论③、远程教育三种交互作用理论④，即学生与内容、学生与教

师、学生与学生间的相互作用；班杜拉⑤创立了自我效能理论；温格⑥提出了实践社团理论；加里森和安德

森⑦构建出探究共同体框架等。模型框架方面，戴维斯等⑧开发出技术接受模型新式量表用以测量有用

性与易用性两个核心变量；罗瑞兰德⑨设计了有效利用教育技术对话性模型框架，为教学评价、技术使用

提供方法论支持；古纳瓦德纳等瑏瑠创建了考察计算机会议协作学习环境中意义协商与知识共建的新互动

分析模型；科诺尔等瑏瑡通过系统回顾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社会情境学习等理论，提取核心要素

构建学习设计模型、绘制理论地图、开发教学工具箱，支持基于理论的教学实践；米什拉和科勒瑏瑢在舒尔

曼瑏瑣“教学－内容－知识”理论概念基础上创建了“技术－教学法－学科内容知识”框架，强调整合技术的

学科教学知识；萨尔蒙瑏瑤提出了Ｅ－ｔｉｖｉｔｉｅｓ框架，鼓励积极参与式在线学习并提出配套支持框架。

４．教育技术工具与案例研究

研究后期阶段不断出现在线继续教育技术工具研究和具体案例研究，前者主要关注网站设计、虚拟

学习环境和现代化学习工具，后者以慕课研究为主。

林瑏瑥通过文献综述提取出衡量课程网站质量的４个一级标准和１６个二级标准，结合三角模糊数和层

次分析法开发出模糊层次分析法课程网站质量评估模型，为提高课程网站有效性提供有益帮助。佩特拉

孔瑏瑦运用民族志方法收集数据，发现虚拟世界通过同步交流、置身空间维度可以加强互动，但需提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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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科技技能、解决计算机生成环境的技术问题、适应新的社会互动规则。黄等①开发了 ＭＳＮ代理工具

来促进学生在线学习，调查表明学生认为 ＭＳＮ代理使用简单，有益于学习。维蒂希等②测量了课程参与

者对移动会议软件的使用态度，因子分析发现参与者特征与软件使用态度之间存在联系，年轻人、女性和

具有学习软件使用经验者更倾向于使用移动会议软件。

案例研究多集中于慕课主题。布雷斯洛等③对第一个 ＭＯＯＣ课程“电路与电子学”进行研究，包括

统计资源使用时间、描述学生特征、探究学生背景和能力与学习成绩和持续性的关系，找到能够提高课程

成功率的学习互动，指出未来研究要关注如何利用 ＭＯＯＣ数据对比不同教学策略、提高教师教学技能，

如何帮助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学到更多知识，以及政策问题和 ＭＯＯＣ对大学的冲击。坎贝尔等④对比了

现场和存档两种慕课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学习意图和学习行为，发现后者在材料使用、考试测评、自我

管理行为及讨论区参与方面存在相似规律，学习者将存档慕课作为参考资料用于自我学习、职业发展和

其他课程支持材料。乔丹⑤利用 ＭＯＯＣ数据研究了入学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只有６．５％的注册学生最终

完成了课程，注册数量随时间减少并与课程长度显著正相关，完成率与时间、大学级别、总入学率正向一

致，与课程 长 度 负 相 关。玛 格 丽 雅⑥提 出 了 慕 课 教 学 设 计 质 量 评 估 框 架，并 运 用 框 架 对 比 分 析 了

ｘＭＯＯＣｓ和ｃＭＯＯＣｓ教学设计质量，发现多数慕课教学设计原则得分较低而组织和呈现课程材料得分

较高，说明多数慕课包装很好但教学设计质量不高。米利根⑦访谈了３５位线上课程参与者，对其学习目

标、自我效能、学习和任务策略、寻求帮助等进行了叙事性描述，分析了自我调节学习环节如何为慕课教

学与技术设计提供潜在机遇。夏皮罗⑧等访谈调查了学生慕课学习体验、互动和学习影响因素，文本分

析发现本科学历学生比低学历学生、美国比亚非学生、男性比女性学生对慕课学习态度更为积极，知识、

工作、便利、个人兴趣等学习动机词出现频率最多，缺少时间是学习的最大障碍。

四、研究述评

总体来看，国外在线教育研究文献数量充实、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研究早期阶段，即２０１０年之前出

现了一系列影响力较大的综述类文献，以医务人员和教师在线继续教育与混合学习模式研究为代表。研

究多采用元分析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大都证明了在线模式至少与传统面授模式一样有效，但其内部形式

多样，建议未来研究整合不同在线教育项目，揭示其内在共性规律，探索如何根据不同学习对象、环境、目

标等更加灵活、有效地选用不同的在线教育形式。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新教育技术工具和案例 研 究 逐 渐 兴

起。前者网站设计研究影响力较大，主题新颖但个案居多，先进技术工具的综合利用与大范围应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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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探究；后者案例针对性较强，以慕课研究为主，多使用平台统计数据分析学生特征、资源使用、教学质

量等，研究发现许多共性问题，如课程完成率下降、教学质量不高、如何提高教学技能和学习效率等，但怎

样解决问题缺乏突破创新。

从学生视角研究如何有效在线学习和从教师角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国外在线继续教育

研究的两大热点主题。学生学习类研究包括学习过程与效果两个方向。过程性研究考察视角多样但集

中于在线学习体验、合作学习、在线社区和学习互动等主题，采集的数据种类多样，质性与定量方法应用

灵活。相比之下，结果性研究则聚焦学习效果、满意度及持续使用度相关研究，多基于理论模型开展满意

度问卷调查，主题和方法相对单一；研究思路经历了由“综合全面”向“重点切入”的转变过程，即研究开始

更多从某一理论角度切入分析相关因素对学习者行为结果的影响，而不求覆盖所有要素。这种针对性更

强的精细化研究更有利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与学生学习类研究不

同，教师教学类研究虽然贯穿在线继续教育研究过去的２０年，但前期理论成就较多，提出了许多教育理

论模型与分析框架；后期教学法研究日渐兴盛，包括教学体验、项目设计与评估等主题。教学体验常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项目设计评估多以实践为导向、个案居多，多使用随机对照实验、准实验、问卷调查等定量

研究方法，评估内容日益重视在线教育对工作实践的影响。这就提醒在线继续教育研究者和课程开发者

一定要考虑继续教育的特殊性，即学习者多为具有职业发展需求的成年人，有助于提升实际工作能力应

作为衡量课程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教师教学研究是在线继续教育研究近几年的一个重要方向，建议今

后研究一方面积极寻求在线继续教育领域本身的特色理论创新与突破，另一方面在理论的支持下、实证

数据的基础上提炼发展共性，揭示规律，助力在线继续教育实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ＬＩＵ　Ｚｈｅｎ１，２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ｋｅ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ｏｗｅｖ－
ｅｒ，ｂｏ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ｔ　ｉｓ　ｎｅｃ－
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ｔｈｅ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ａ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ｔｅｒ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ａｂｒｏａ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３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