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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移动学习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学习模式,它基于无线网络和移动终端,具有可携带性、无线性、移

动性、便捷性、交互性等特点。本文通过对近 5 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 321 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探寻分

析移动学习的研究对象、热点、以及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趋势。以便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参考建议。 

【關鍵字】 移动学习；内容分析；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Abstract: Mobile Learning is the rise of a new learning model in recent years. It is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wireless 

network and mobile terminal, with the features of portability, wireless, mobility, convenience and interactivity. This 

paper selected 321 Journal Papers about Mobile Learning in the past 5 years from CNKI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used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o study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research focus,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trend of Mobile Learning in order to mak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Status, Trend research 

 

1. 前言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是一种在移动设备帮助下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

学习。近年来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学习理念的发展，移动学习越来越成为人们课堂外学习

的主要学习方式。移动学习的突破时间和地点限制的特点为人们终身化学习提供了可能。移

动学习涉及到学校教育，远程教育，职业学习等多个方面，开发环境和技术越来越多元化。

但是目前移动学习的研究成果如何？研究的热点、现状、趋势如何？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

（CNKI）2011 年--2015 年的文献进行内容和现状梳理，希望对将来移动学习的研究提供参考

意见。 

2. 研究设计思路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在具体操作上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定研究的分析单位。

分析单元为结构完整的文献，无论篇幅大小，只要结构完整都以一篇计算。第二，界定目标

总体的范围。研究范围是中国知网（CNKI）移动学习核心期刊 2011-2015 五年 328 篇文献，

通过阅读剔除会议，新闻等无关文献共得相关文章 321 篇。第三，抽取样本。随机抽取 30 篇

移动学习文献作为信效度检验样本。第四，确定编码体系，将研究内容划分为 5 个一级维度

和 11 个二级维度。第五，阅读文献样本并按编码体系进行数据统计；第六，对统计数据进行

分析并得出结果。选择两名教育技术学的专家作为评判员对随机选出的 30 篇文章进行编码标

记，统计结果中评价栏目是 30，其中完全同意栏目数是 16，通过公式计算R=n公式／[1+（n-1）

××1 得出信度值为 0.70。分析原因是两位教育技术专家对编码体系的一些细节理解不同，分

别对两位专家进行详细解释后再随机选择 30 篇文献进行编码，统计结果中评价栏目数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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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栏目数是 24，通过计算的信度值为 0.89>0.75。说明维度划分合理，可信度较高。本

文也依据此操作步骤，进行科学严谨地分析。 

3. 数据分析 

对上述检索到 321 篇移动学习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3.1. 机构分析 

统计期刊的出版机构以及数量关系，各个机构的出版数量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出版机构统计 

出版社名称 数量 出版社名称 数量 

现代中小学教育 3 中国成人教育 8 

外语电化教育 3 图书馆学研究 8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5 职教论坛 11 

科技通讯 6 中国远程教育 45 

实验技术与管理 7 中国电化教育 47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7 其他 171 

分析数据发现很大一部分期刊来源于中国电化教育、中国远程教育。同时发现有 171 篇文

章来自其他类期刊。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移动学习已经广泛的

应用到远程教育、企业培训等教育领域。数据发现其他期刊的文章数目高达 171 篇，思考发

现移动学习不再局限于学校，更多的社会机构和人员参与了进来，移动学习的发展过程中，

企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移动学习借助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与传统学习相比，移

动学习具有移动性、便捷性、个性化、片断化等特点，使人们的学习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能够更加自由、充实的学习，也带给学习者一种全新的体验。学习逐步走向终身化。 

进一步分析统计作者所属机构，有精确单位地址的 321 篇，统计表 2 所示。 

表 2 单位统计 

单位名称 数量 

高等院校 247 

广播开放大学 41 

中小学 20 

其他 12 

对统计表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文章来自高等院校和广播开放大学。究其原因，高校师生属于

学习理念的观察者，倡导者，也是新技术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广者，这样的文献来源分布说明

移动学习已经引起了高等教育的广泛关注.（王妍莉，杨改学，王娟和杨瑞姣，2011）尤其是

移动学习 APP 具有移动性、便捷性、个性化、片断化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意义，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在分析中发现中小学教师也参与了进来，开始关注移动学习。从上表我们可以分析发现移

动学习的开发设计活动是一个综合的活动，不仅需要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学专家提供移动学习

的理念支持，还需要软件开发人员提供开发支持，以及数字媒体传播人员关于媒体传播有效

性和及时性等方面的关注，一线教师提供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的支持和审议。 

3.2. 文献内容分析 

进一步整理全部文献关于各个维度的篇数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维度篇数统计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编码值 数量 

理论 关于移动学习的理论 T 11 

内容对象 
知识科目适宜性 S1 29 

呈现方式 S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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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分析 S3 37 

活动策略模式 

模式方法 M1 44 

活动设计与导航 M2 10 

交互性探究 M3 12 

反思与评价 M4 6 

技术平台 
开发技术环境 E1 42 

设备环境研究 E2 15 

能力意识 学生思维能力 A1 6 

3.2.1. 理论分析 

理论基础的分析包括情景认知与学习，活动学习，境脉学习。情景认知与学习理论强调外

部学习环境对学习的重要性，移动学习高效的技术手段使的随时随地获取学习知识成为可能，

促进了探究类、调查类的学习活动的进行，所以情景认知与学习为移动学习提供了理论基础

（潘基鑫，雷要增，程璐璐和石华，2010）。活动学习是在实践中的学习，以任务为驱动的

学习。但是在学习活动中需要及时的学习信息，移动学习为它提供了可能，所以活动学习是

移动学习的理论基础。境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内部世界对于学习的重要性,重视对学习者现

有知识结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的分析。但是传统的学习方式难以把握学习者的这些特征，

移动学习通过对学习者的前端测试，学习者学习轨迹记录，学习者浏览信息等进行数据处理，

所以境脉学习是移动学习的理论基础。 

3.2.2. 内容对象分析 

知识科目包括英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数据分析发现英语学科是移动学习研究比较

多的科目，进一步思考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英语知识方便切割，适合碎片化的学习。语文主要

体现在汉字识字环节。数学物理化学知识主要用于数形结合能力的培养、立体模型的学习。

知识的呈现方式包括视频、动画和图片。数据分析发现视频应用在移动学习中主要是以微课

程的形式出现，微课程具有教学时间短，教学内容精炼，课件容量小等特点，适合移动化学

习。动画应用在移动学习中主要是以 Flash 形式出现，Flash 动画应用在教学里有生动、活泼，

可以吸引浏览者点击动画页面，同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可以给浏览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特点。 

Flash 占用的存储空间只是位图的几千分之一，非常适合在网络上使用。图画应用在移动学习

可以提供背景知识解读，同时提供知识概念图方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框架的建立，显示不同

的知识之间重要的动态联系。 

3.2.3. 模式策略模式分析 

模式与方法包括学习方式，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等。数据分析发现移动学习的模式和方法

多样化。移动学习对翻转课堂的影响体现在教师提前发布学习视频和相关的文档信息，学生

可以通过移动学习来进行知识点的学习和基础问题的测试，在课堂上，教师利用移动学习设

备进行课堂管理，学生能够更专注于主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共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

交互性探究包括学生交互界面设计，学生与媒体、教学辅导人员、学习共同体交互研究。人

机界面是学习者与学习资源间信息交互的主通道。移动学习资源的人机界面设计既要遵循人

机交互领域的界面设计原则,也要满足多媒体学习认知的需求。学生与媒体，教学辅导人员，

学习共同体的交互文献分析发现好的交互具有定位明确，符合教学需要和学习者认知发展水

平，尤其是适合学生与教学辅导人员个性化的交互。移动学习中评价和反思部分的研究以后

需要加强，这样才可以直接把握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和提供改进意见。 

3.2.4. 技术平台分析 

开发环境与技术包括 IOS、安卓、微信平台、Web 技术。分析发现目前的移动学习主要以

手机终端和平板终端为主，当前主要的开发环境是 IOS 和安卓系统。由于安卓系统的完全开

源的特点，安卓版的学习 APP 开发比 IOS 多很多。但是安卓版本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学生在



Wu, Y.-T., Chang, M., Li, B., Chan, T.-W., Kong, S. C., Lin, H.-C.-K., Chu, H.-C., Jan, M., Lee, M.-H., Dong, Y., Tse, 

K. H., Wong, T. L., & Li, P. (Eds.).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6.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81 

 

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广告植入和乱收费的现象。同时学习者的个人信息存在安全隐患。2015 年

腾讯第一季度汇报数据显示每月活跃用户数为 5.49 亿。微信作为移动学习的平台可以及时的

推送相关的学习资源，并且知识量比较小，方便用户随时随地碎片化的学习。但是交互性设

计和信息合理严谨性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Web 易于导航，可以在各页各站点之间进行

浏览，可以实现学习资源的多样化的呈现，同时 Web 支持的移动学习可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

实时交互。移动学习的设备有小尺寸方便随时随地的学习，小型屏幕方便协作，笔端输入设

备可以手写输入文本，符合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对移动学习的应用环境分析发现，移动学习

环境包括教室、室外、家庭等环境。移动学习使学习不局限在课堂和学校，拓展到的户外和

社区。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学习者不局限于学生，

更多的在职人员和老年人参与了进来，学习逐步向社会化和终身化过渡。 

3.2.5. 能力意识分析 

能力意识包括思维能力、策略、表达等。策略是灵活多样的，策略的使用因人、因时、因

事而异。数据分析发现移动学习可以促进学习者策略的养成，包括根据需要进行预习，在学

习中善于利用图画等非语言信息理解主题。明确自己学习目标，明确自己的学习需要。注意

通过音像资料丰富自己的学习。根据需要制订英语学习的计划。但是移动学习对学生思维习

惯和能力的研究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 

4. 总结与建议 

通过对近 5 年的移动学习 321 篇核心期刊分析发现。移动学习可以使学习者随时随地的学

习。移动学习的交互性可以实现信息及时的双向流通，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提高

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和信心。 

未来移动学习的趋势将会是更加智能化，微型化。与基于 PC 的网络学习不同，基于移动

设备的学习使得移动学习智能化、微型化、人性化成为可能。自 2013 年起，在中国掀起了开

发微课程的热潮，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教育，还是企业培训，都认识到了微时代的

到来。 

但是目前移动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学习的便携性，碎片化学习，对于用户的探究性

学习以及学习者的思维方式的培养，协作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方面研究较少，这是我

们当前素质教育的关键点，也是今后移动学习的研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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