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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将云计算平台运用到研究生教学中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借

助实验研究，探讨将云计算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对研究生学习效率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两组研究生在有无

云计算平台的学习环境下的自主学习情况，可以发现：云计算平台的引入明显提高了研究生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大多数使用云计算平台的同学对其报以积极的态度，认为它便捷实用，可提高学习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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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目前研究生教育已迈入信息化时代，各大高校

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校园局域网。课堂教学也已经

由传统的 黑 板 教 学 模 式 转 为 多 媒 体 教 学 模 式，这

种教学模式下，对 研 究 生 的 要 求 也 发 生 了 改 变，目

的是要培 养 研 究 生 自 主 学 习 和 独 立 思 考 的 能 力。
而这 种 能 力 的 培 养 是 需 要 借 助 一 定 的 外 部 条

件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云计算这一概念也

慢慢被人们所熟知。所谓云计算，其实就是一种商

业计算模型。简单的理解，就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安

全、快速地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只要支

付一定的费用，信息使用者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

连接服务商的终端设备查询所需的信息。目前已有

不少学者提出应将云计算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中，
认为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功能的不断完善将使

其在教育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贺小华（２００９）指
出，与其它新技术相比，云计算的优势在于其门槛低

易被老师和学生接受。而云计算平台就是以云计算

技术为基础，为用户提供储存、数据处理或两者兼顾

的平台［１］。利用云计算平台学生可以方便地获得更

多的学习资源，有关“云计算辅助教学”的概念国内

最早是由黎加厚教授提出的。杨滨（２００９）指出云计

算平台可以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促进学生的思维

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２］。现有大量研究 关 注 的

重点是如何将云计算平台运用到教育领域，而研究

实际教学中运用云计算平台，学生的学习效率是否

如预期一样得到提高的文献还不多见。因此，本文

拟通过模拟教学过程，来研究有无云计算平台对研

究生学习效率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自主学习行为（也称为个人学习，指导学习，或

定向研究）包括阅读，记笔记，信息查找，评估写作，
策划，组织，问题解决和反思。通过云计算平台，学

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
还可以在课堂外的任意地点登入平台进行交流，这

大大加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周黎（２０１０）指出

云计算平台为学生提供教室以外的场所进行个人或

是集体学习，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平等的

学习和 表 现 机 会，学 生 只 要 通 过 自 身 账 号 登 入 即

可［３］。李静（２０１１）指出云端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通

过创设真实的情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

主动地去学习［４］。因此基于自主学习及云计算平台

的特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使用 云 计 算 平 台 的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的 积

极性比没有使用云计算平台的学生要高。
自主学习不光是对本身课程的学习，还包括对

课程外内容的学习。云计算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资

料共享和小组讨论区域，学生分享自己资料的同时

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料。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学生可以

获得更多的 知 识，也 能 促 使 学 生 更 主 动 地 学 习、思

考，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此，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２：使用 云 计 算 平 台 的 学 生 所 涉 猎 的 知 识

面比没有使用云计算平台的学生要广。

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１９）认 为 要 改 变 已 处 于 优 势 的 习 惯

系统必须靠强迫式介入。通过内在和外在环境的改

变，可以改变习惯。强制学生使用云计算平台辅助

学习即改变学生学习的外在环境一段时间后，不再

强制要求学生使用该平台。一般来说，学生通过一

段时间被强制改变学习环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

改变了学生学习的思维方式（即习惯的内部环境），
从而很可能导致学生形成新的学习习惯。基于此，
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３：强制使用云计算平台一段时间后，学生

仍愿意自觉地使用云计算平台来辅助学习。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次实验选取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硕士

两个 课 程 班 的 研 究 生 作 为 被 试 对 象，其 中 男 生２０
名、女生４０名，均能够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所有被

试者将被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３０人进行独立实验。
（二）实验设计

本文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使用云计算平台

对研究生自主学习效率的影响，以学生有无使用云

计算平台辅助学习为自变量，采用组间设计；再对强

制使用云计算平台进行学习和不强制之后学生使用

云平台进行学习的人数进行研究，采用组内设计［５］。

本次实验选择现已比较成熟且能够支持多种学科多

种目的的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可以

为用户提供免费创建并共享网页的简易方式，并且

兼容Ｇｏｏｇｌｅ公司的其他技术产品。用户 可 以 随 时

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内容，还可以设置访

问权限。
（三）实验过程和规则

两组被试者再各选定一小组负责人后独立进行

实验：首先，让第一组学生在有数据投影机和屏幕的

教学实验室里接受培训。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的介

绍，了解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的基本功能并注册一个帐

户。他们通过 Ｗｅｂ界面学会创建站点，如何添加设

计内容以及个性化设置等。第二组做为对照组，不

参与培训。培训结束后，还需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确保学生能熟练使用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后再进行下

一步。其次，实验正式开始时，两组同学一起进行课

程学习，课后两组都可以通过小组形式或独自进行

自主学习，但小组之间在实验期间不进行交流。老

师在过程中不主动进行指导，但允许学生主动与老

师交流。最后，老师将通过考试的形式来对学生这

８周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考试的内容均是与课 程

有关的开放性问题。最终老师对学生递交的试卷进

行打分，并对平均成绩较高的那组同学给予该门课

程平时成绩满分的奖励［６］。

整个实验历时９周，其中第一周用于培训第一

组同学使用Ｇｏｏｇｌｅ协 作 平 台，２～５周 强 制 要 求 第

一组学生使用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进行自主学习，６～９
周则不再强制要求，第一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

要继续使用该平台。实验中，同一组组员之间可以

相互交流，共同完成任务，但不允许不同组之间进行

交流和探讨。另外，要提到的是实验中两组学生外

在条件除了是否使用云计算平台外，其他条件都是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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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结果分析

（一）是否使用云计算平台辅助学习的组间检验

结果

１．组间自主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比较两组学生课后与老师或小组之间

的交流次数，来确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老师

会记录两组成员与其交流的次数，另外，小组之间的

交流次数由小组负责人记录下来。从实验结果明显

可看出，使用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的小组成员不论是课

后与老师交流还是课后相互交流的次数都要比不适

用云平台的那一组多。得到的结果与预期一致，其

可能原因是：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的小组成员可不受时

间地点的约束，学生也不需统一时间进行交流。学

生随时都可以通过登入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查看小组

其他成员发表的意见或分享的资料。与第二组需要

召集成员相比，第一组的交流方式明显更加方便快

捷。这也就会促使第一组的学生更多地进行交流。

另外，由于第一组学生相互交流的次数增多，自然也

会遇到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该组与老师的交

流次数也就增加了。

２．组间学习涉猎知识面的比较

学生对教材外知识的涉猎程度，以及对问题的

看法是可以 通 过 其 对 开 放 性 问 题 的 回 答 而 了 解 到

的。本文通过老师给予学生对开放性问题回答的分

数来衡量学生的知识面。
（１）对两 组 学 生 的 成 绩（两 组 学 生 的 成 绩 如 表

１）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由组间学生成绩的方差齐性

检验结果可知，在是否使用云计算平台辅助学习的

水平下，学生成绩的 方 差 齐 性 检 验 值Ｆ为６．４６０２，
概率Ｐ值为０．０１３７（结 果 如 表２）。这 表 明 在α为

０．０５时，结果是显著的。即是否使用云计算平台来

辅助学习会显著影响学生的知识面。（２）计算两组

的平均成绩得到使用云计算平台的那组学生的平均

成 绩 为 ８５．５３ 明 显 要 高 于 另 一 组 的 平 均 成 绩

８２．３７。结合上述两点可以说明使用云计算平台可

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表１　学生成绩

　　编号

组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第一组 ８０　 ８３　 ８９　 ８４　 ９３　 ８７　 ９５　 ８４　 ８２　 ８６　 ８１　 ８０　 ９０　 ８２　 ８４

第二组 ８３　 ８１　 ８３　 ８２　 ８０　 ９０　 ８５　 ８２　 ７５　 ８１　 ９３　 ７９　 ８３　 ８８　 ８２

　　编号

组别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第一组 ９０　 ９２　 ８３　 ８９　 ８２　 ８３　 ９１　 ８７　 ８０　 ８９　 ８８　 ８１　 ８２　 ８４　 ８５

第二组 ９０　 ７３　 ７８　 ８２　 ８５　 ７８　 ９５　 ８６　 ８２　 ７７　 ８２　 ８３　 ７６　 ７２　 ８５

　　　　　附注：第一组成员为适用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的学生。

表２　第一组与第二组学生成绩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结果

差异源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ｖａｌｕｅ　 Ｆｃｒｉｔ

组间 １５０．４１６７　 １　 １５０．４１６７　 ６．４６０２７２　 ０．０１３７　 ４．００６９

组内 １３５０．４３３　 ５８　 ２３．２８３３

总计 １５００．８５　 ５９

　　（二）强制使用云计算平台与否的组内比较

通过观察在强制使用云计算平台４周后，不再

强制要求使用学生使用情况的变化。最终以调查问

卷的形式，来了解学生的使用情况。学生需要在问

卷上填写不再被强制使用云计算平台后，是否还会

主动使用该平台来进行自主学习。若会，则填上使

用次数；若不会，则说明理由［７］。
统计问卷结果，发现９０％的同学仍会继续使用

云计算平台，且大部分人表示其使用频率与之前相

同，有的甚至比之前还多。从询问继续使用云计算

平台同学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同学认为使用Ｇｏｏｇｌｅ
协作平台后，能明显感觉到自身的学习效率有所提

高：“我认为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台好，操作容易，而且随

时随地只要联网就能使用，而且功能强大，很适合我

们现在崇尚电子学习的人使用，所以我向像我这样

的人推荐使用。”另外，也有同学觉得Ｇｏｏｇｌｅ协作平

·６４· 蒋艳辉　黄素娟　蒋超群·云计算平台下研究生学习效率研究



台支持他们在多个地点的工作学习，如大学和家庭：
“所有在不同的网站上重要的信息利用云端安全的

储存 功 能 回 到 家 通 过 登 入 自 身 账 户 就 可 以 找 到

……”
而对于未再使用云计算平台的同学，总结其原

因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认为现有的设备或平台的

功能已经能够满足其学习的需要；二是，觉得学习新

的习惯，新的工作方式，或记住使用新平台方式是麻

烦的；三是，认为 该 平 台 限 制 了 他 们 的 目 的［８］。其

中最为 常 见 的 是 第 二 类 原 因，有 人 提 到：“我 发 现

在Ｇｏｏｇｌｅ协 作 平 台 上 创 建 学 习 任 务 列 表 非 常 有

用，因为它可以提 醒 我 及 时 完 成 自 己 的 学 习 计 划。
但我发现自己由于 习 惯 等 原 因 并 没 有 尽 可 能 多 的

使用它。”
通过上述对问卷结果的详细分析，很明显可以

看出强制使用云计算平台一段时间后，学生仍愿意

自觉地使用云计算平台来辅助学习。

五、结　　论

本文通过结合我国高校信息教育的发展现状，
通过设计一个模拟教学实验，研究使用云计算平台

来辅助学习与研究生学习效率的关系，并得到以下

几点结论：（１）从学生课后与老师的交流及小组成员

相互交流的次数证明假设１是成立的，说明运用云

计算平台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而

且有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学习能力。（２）通过方差分

析老师给出的两组学生考试成绩及比较两组的平均

成绩，说明假设２是成立的。学生使用或不使用云

计算平台辅助学习会显著影响学生的知识面。（３）
第一组的大多数学生在不强制使用云计算平台后，
仍选择使用该平台证明假设３是成立的。因此，为

了提高研究生自主学习的效率，学校应该组织构建

各类课程的云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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