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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学习期望、预期效率、社群影响和政治认同等因素对思政

课慕课接受度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思政课慕课建设应注重提供优质有效的用户交

流渠道，加强课程内容建设，建立课程数据库并加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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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的灵魂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慕课建设就是顺应教育信息化趋势、整

合优质教学资源的教学模式创新探索。思政课慕课推广普及的关键在于用户的认

知、接受和持续使用。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分析框架，结合思政课及网络学

习的特点，提出了大学生思政课慕课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假设，对北京某大学形势

与政策选修课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调查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

提高思政课教学改革实效性作出贡献。

研究设计

信息技术只有被接受、使用以及持续使用，才能够实现其价值。本文借鉴技

术接受的UTAUT模型（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结合思政课慕课建设的特点，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学习期望、预期效率、社群影响、促进因素和政治认同会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学生对思政课慕课的接受度，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一是学习期望，即大学生认为思政课慕课对个人学习效果的帮助程度。如果

学生认为思政课慕课能够提高成绩、拓展能力，那他就会对思政课慕课产生采纳

意向。二是预期效率，指学生对思政课慕课的难易程度的认知。如果认为思政课

慕课易理解、易学习，即效率预期较高，学生就会接受和使用思政课慕课。三是

社群影响。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会受到身边对自己重要的大学生个体或群体的影

响，因此本文假设社群影响是思政课慕课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四是促成因素，

主要指学校、平台等促成学生参与学习的各种因素。五是政治认同。思政课作为

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课程，其政治性不言而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会影响学



生对思政课慕课的使用意愿。

本研究选取北京某大学形势与政策慕课选课学生416人发放调查问卷，最终

回收有效问卷400份，回收率为96.2%。鉴于技术接受理论模型通常通过学习者行

为意向的发生来测量接受度，因此本文中，思政课慕课的接受度采用使用慕课的

时长和频次来进行测量。本研究以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分析工具，采用量化方式进

行，先利用SPSS21.0软件对调查问卷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对学习

期望、预期效率、社群影响、促成因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进行衡量，再运用

AMOS20.0软件对这些因素内部关系及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慕课接受度之

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研究结论

研究显示，社群影响是大学生接受思政课慕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社群影响

既包括大学生感知到的周围同学和大学生群体认为应该使用思政课慕课的程度，

还包括学生对于学习过程中有同伴与其共同学习的可能性的认知。从主观规范角

度看，同辈群体的观点会影响大学生通过慕课平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意

愿；从社群因素看，同辈群体对思政课慕课的认同会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慕课的

学习动机和自豪感。因此，社群影响从两个方面作用于大学生思政课慕课学习意

愿，进而影响大学生的学习行为。然而社群影响是累积性的。大学生群体形成对

思政课慕课的态度，生成群体规范，进而对环境中的个体产生影响，这是一个互

动的循环过程。

同时，社群影响与政治认同有关，这是由思政课慕课的内容性质决定的。增

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目标，而大学生的

政治认同也会影响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可度和参与积极性，二者有明显

的双向相关关系。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与其受群体观点影响的程度具有相关性。

政治认同程度较高的大学生更易感知到大学生群体中重要他者认为应该使用思

政课慕课的程度，以及使用思政课慕课时能够有其他同伴共同学习的可能性。

此外，社群影响还会带来学习期望的波动。学习期望反映大学生对思政课慕

课的主观态度，受到大学生对社群环境的敏感性和认知程度的直接影响。另外，

学习过程中收获学习成果也会进一步强化大学生对思政课慕课的学习期望。

政治认同会对社群影响产生作用，社群影响能导致学习期望和学习行为发生



改变，这是本文发现的大学生思政课慕课接受度的影响机制。

发展建议

基于上述调查结论，为更好推进思政课慕课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提供优质有效的学生交流渠道。从研究结论可见，大学生对思政课慕

课的使用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群体的影响。因此，思政课慕课建设应该注重宣传，

拓展交流平台并创新交流方式，尊重学生主体性，扩大同辈影响。第一，承认和

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

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教师要研究学生思想特点和认知、接受规律，回应

学生期待，通过特定专题设计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大学生群体对思政课慕课的

接受度。第二，加大宣传力度。要重视在学生群体中宣传推广慕课，通过同辈群

体的主动介绍和自觉推荐，加深大学生对慕课使用优势的了解，提升大学生对思

政课慕课的学习期望，从而促成大学生的使用行为。第三，优化互动交流功能。

要通过设立互动讨论区、设置在线小组讨论和互评环节等方式，优化学生的交流

渠道和交流方式，强化社群影响，提升大学生的使用意愿。

其次，加强课程内容建设，凸显思想性与政治性，强化政治认同。从研究结

论可见，政治认同对社群影响有一定作用，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政课慕课

的使用行为。这说明思政课慕课建设应加强对学生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以增强

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为根本目标。思政课慕课建设要保持政治性与学理

性、价值性与知识性、形式创新与内涵建设的有机统一。要理直气壮讲政治，凸

显政治属性、明确政治立场、凸显政治智慧、培育政治担当。要在形势与政策的

分析中，在回应社会热点问题中强化政治性，引导大学生自觉增强政治认同。

最后，建立思政课慕课数据库，深化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新时代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需要在针对性、吸引力、实效性上下功夫，

要坚持问题导向，研究学生需求，分析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加强以大数据为基

础的实证研究。慕课平台可以对学习行为、学习时间、学习评价、学习者互动关

系等信息进行完整记录，海量后台数据可以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供强大

的数据支持，为相关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慕课具有大数据优势，有助于科学分析

问题、及时互动反馈、破解思政课教学互动难题。下一步，相关单位应当加强思



政课慕课数据库建设，完善数据管理、开放、使用和监督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

育与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研究，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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