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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书包从开始试点至今，已然数十年，但是其在试点应用过程中却饱受争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

以上海部分电子书包试用学校的 191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试图梳理学生对电子书包的认

同度。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电子书包在促进学习和能力提升方面持认可态度，认为使用电子书包能减轻自己

的学习负担；同时，交流、小组合作学习、学习兴趣、信息技术能力、自主学习能力都与学习成绩显著正相关。

因此笔者建议：一线教师要充分利用电子书包，通过其增强生生、师生之间的异步交流，并培养学习者的信息

技术与自主学习等能力。 

【关键词】 电子书包；认同度；相关性 

Abstract: The e-Schoolbag from pilot application to date has been for decades, and the controversy filled the entire trial 

process. Because of that, this study surveyed 191 students from Shanghai by questionnaire to get the recognition of 

students about the e-Schoolbag. The findings include that the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e-Schoolbag in improving 

lear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is high and think it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their learning. Additional, communication, 

cooperative learning,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capacity,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So we suggest: teacher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e-Schoolbags, then enhanced 

asynchronous exchanges between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of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Keywords: e-Schoolbag, recognition, correlation 

1. 引言 

2010 年 11 月 19 日，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电子书标准工作组联合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标委会成立的"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启动会在上海召开，自此，国内学者开始

关注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对相关的研究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是，在试点推进过程中，

各界人士对电子书包的应用却褒贬不一，且其争议程度比以往任何一种应用于教育中的革新

技术更甚。2013 年 6 月，深圳 60 多名家长发布联名公开信，要求教育局停止推行电子书包。

家长们认为“推广电子书包不符合中小学生的教育规律，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反映出沉

积多年的教育弊端” （张小玲等，2013；李青等，2013）。每一种革新教育的技术都有益处，

也有弊处，支持者与反对者只是相对更注重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电子书包的支持者认为电子

书包是一种新资源、新工具、新平台、新环境，能够变革教学手段与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好

地满足个性化需求；反对者认为电子书包会对学生的视力、书写能力、交流能力等产生负面

影响，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实际上并不会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在这种饱受争议的情况下，

电子书包的试点应用逐渐降温，但是依然在持续。当前，电子书包的研究重点已从最初的“硬”

向“软”转变，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们着重关注电子书包教学模式、教学法的革新（彭盼等，2015； 

Xie et al.，2015）；并且随着云计算、增强现实技术、学习分析等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电子书

包可作为一个平台，促进技术创新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崔惠萍等，2014；Wu et al., 2014），

并在使用过程中结合新的教育理念以实现教育创新（傅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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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这些教学模式、学习支持服务的具体效果如何呢? 需要以电子书包的直接利益

相关者——学习者的亲身体验为准。本研究正是基于此，对学习者进行调查，重点关注学习

者对电子书包的认同度，以便于教学者与管理者做出决策，更好地引导其应用。 

2. 研究设计与过程 

2.1. 调查问卷开发 

本研究通过与同行专家和一线教师研讨，形成面向学生的调查问卷。问卷中学生对电子书

包的认同度参照华东师范大学马晓玲等（2013）、张立春等（2015）关于电子书包现状、理

解与态度的调查，并结合具体情况与需求形成，主要包括“电子书包促进学生学习”和“电子书

包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两个方面。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1.非常赞同，2.赞同，3.不确定，

4.不赞同，5.非常不赞同）。 

表 1 学生对电子书包认同度的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指标项 

学生对电子书

包的认同度 

电子书包促进学生学习 电子书包能够促进与教师、同学的有效交

流 

电子书包能使小组合作学习更加顺利进行 

使用电子书包能提高我的学习成绩 

电子书包能减轻我的学习负担 

电子书包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 

电子书包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使用电子书包能够提高我的信息技术能力 

 使用电子书包能够提高我的自主学习能力 

对试测样本采用 SPSS22.0 对以上问卷题目进行可靠性统计，得出结果如下： 

表 2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706 10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06，说明数据质量较高。 

2.2. 研究对象选取 

本研究随机抽取上海市部分应用电子书包学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调查的学生来自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梅陇小学等多所学校，学习阶段跨

度小学、初中和高中。总共发放 191 份问卷，由于本次调查是利用学生课间时间，因此问卷

回收率为 100%，有效问卷为 172 份（其中五年级 27 份，占 15.70%；六年级 31 份，占 18.02%；

七年级 75 份，占 43.61%；高中一年级 39 份，占 22.67%），有效率 90.05%。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 

本研究数据收集采用的是纸质问卷调查法；并运用 SPSS22.0 与 Excel 对数据进行处理。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对有效的 172 份问卷中学生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 

表 3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选项 小计 比例（%） 

性别 
A.男 87 50.58 

B.女 85 49.42 

使用电子书包经 A．一年以下 140 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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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B．一年以上 32 18.60 

3.2. 结果分析 

3.2.1. 认可度分析 

学习者对于电子书包在促进学习和能力发展方面持认可态度，尤其比较倾向于“电子书包

能使小组合作学习更加顺利进行”和“使用电子书包能够提高我的信息技术能力”，这也主要取

决于电子书包的本质，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能有效支持生生、师生之间的同步与异

步交流。同时，学习者也认为电子书包能减轻其学习负担。如表 4 所示。 

表 4 认可度指标均值 

认可度指标 均值 

交流 2.273256 

合作学习 2.034884 

学习成绩 2.668605 

学习负担 2.604651 

学习兴趣 2.255814 

信息技术能力 2.093023 

自主学习能力 2.377907 

3.2.2. 相关性分析 

在运用电子书包的课堂中，学习者的交流、合作学习、学习兴趣、信息技术能力和自主学

习能力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学习负担没有显著关系。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交流 合作

学习 

学习

成绩 

学习

负担 

学习

兴趣 

信息技

术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 

交流 1 .637
**

 .517
**

 .076 .616
**

 .540
**

 .563
**

 

 .000 .000 .320 .000 .000 .00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合作学习 .637
**

 1 .535
**

 .105 .601
**

 .575
**

 .573
**

 

.000  .000 .172 .000 .000 .00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学习成绩 .517
**

 .535
**

 1 -.040 .756
**

 .681
**

 .776
**

 

.000 .000  .602 .000 .000 .00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学习负担 .076 .105 -.040 1 .166
*
 .147 .116 

.320 .172 .602  .030 .055 .13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学习兴趣 .616
**

 .601
**

 .756
**

 .166
*
 1 .743

**
 .798

**
 

.000 .000 .000 .030  .000 .00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信息技术能力 .540
**

 .575
**

 .681
**

 .147 .743
**

 1 .723
**

 

.000 .000 .000 .055 .000  .00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自主学习能力 .563
**

 .573
**

 .776
**

 .116 .798
**

 .723
**

 1 

.000 .000 .000 .130 .000 .000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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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 总结与展望 

电子书包在饱受争议中持续推进发展，而泛在技术与学习分析技术的高速发展，将给电子

书包带来新发展的契机。本文从电子书包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对其进

行调查，发现目前学习者对电子书包持比较认可态度，认为其能够促进与教师和同学之间的

交流，使合作学习更加得心应手，并能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减轻学习负担，对于信息技术能力

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数据分析显示，交流、合作学习、学习

兴趣、信息技术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都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因此，不管是研

究者、学校管理者还是一线教师，都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推动电子书包在课堂中的应用，从

而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等各方面能力。 

由于问卷调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被调查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利用

电子书包上所记录下来的学习者行为数据，从客观层面挖掘出电子书包对学习者学习和能力

方面的影响程度，同时探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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