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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投入研究自20世纪末进入我国学者视野后,成果涌现。以分别来自中国知网、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2389篇、199篇有效施引文献及后者对应的4039篇有效被引文献为分析

样本,综合使用文献计量法与传统文献法,描绘并呈现包含我国学习投入研究文献积累历程、主要

研究力量、知识基础和热点主题的四维知识图景,并基于此精炼本土特色。研究发现:(1)我国学

习投入研究在发展中生成了五点自身属性:文献积累历程上经历“萌芽期-成长期”两大阶段;主要

研究力量上集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高校学者之合力;研究内容上形成了“多作用机制探索,少理论

概念建构”的旨趣分布;研究方法上表现出“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匮乏”的递减规律;研究对象

上呈现出“聚焦高等教育,纵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三大阶段”的关注特征。(2)我国学

习投入研究在比较中获致了众多异质发现:主要包括更贴近我国教育实践的工具开发与更贴合我

国学习者经历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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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student
 

engagement)作为了解学习

者学习与发展状况、评价教育质量的重要观测指标

之一,自20世纪末进入我国学者视野后,经历了本

土化的生长与发展过程。二十余年间,其研究成果

涌现。已有学者对长时期、大体量的国际文献展开

全面分析,然而,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现有综述或

止步于某一特定研究情景,或仅着眼于某一特定人

群,或囿于某一特定学科,总体上存在统整性不足

的问题,故有必要更系统地对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

知识图景进行阶段性描绘总结、对其研究特点进行

理性审思。有鉴于此,本研究综合使用文献计量法

与传统文献法对重要中文数据库收录的学习投入

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与信息挖掘,着力描绘并呈现

包含我国学习投入研究文献积累历程、主要研究力

量、知识基础和热点主题的四维知识图景;精炼学

习投入研究之本土特色,回答我国学习投入研究在

发展中生成了何种自身属性、在比较中获致了哪些

异质发现。本研究冀望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帮助,

促进学习投入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本土化,推动融通

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学习投入研究路径的生成。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一种以科学文献的外部显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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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主要分析对象的量化研究方法,在对某学科或

研究领域进行研究综述、遴选关键文献与主要研究

力量、探测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变、发现研究前沿

和预测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1]。

CiteSpace软件作为科学计量学工具之一,以知识域

为对象,基于引文分析的学科基础和信息可视化的

技术基础,将大量文献数据转换成可视化、序列化

的图谱,显示科学知识之间的“网络、结构、互动、交
叉、演化或衍生”关系[2]16,具有“一图展春秋,一览

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的优势[3]。
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6.1.R2,通过绘制知识

图谱透视我国学习投入研究有效文献。同时,使用

传统文献法,通过解读、分析我国学习投入研究领

域的关键文献,探索学习投入研究在我国生成或获

致的本土特色。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采集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两大重要中文数据库。由于

学习投入在我国对应多种翻译方式,基于对已有文

献的初步梳理,本研究将检索词设定为“学习投入

OR学习性投入OR学习参与”。经检验,其检索结

果同时囊括了含有“学习投入度”的相关文献。
在CNKI数据库采取主题检索策略,使用前述

3个检索词,设定文献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时间范

围为1915年(CNKI所能设置的最早起始时间)至

2021年。经检索得到2485篇文献,人工剔除期刊

导读、会议讲话、短评等非学术性文献后,获得2389
条有效记录(2022年检索)。在CSSCI数据库采取

篇名检索方式,使用前述3个检索词,设定时间范围

为1998年(CSSCI所能设置的最早起始时间)至

2021年,文 献 类 型 不 限。获 得199篇 有 效 文 献

(2022年检索)。

2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知识图景

2.1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时间分布

纵览1998—2021年间单年文献数量,我国学习

投入研究整体呈现出先低迷波动,后稳步攀升的发

展趋势(见图1)。在CNKI数据库中,笔者目力可

及刊出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献出现于1998年1月,是
发表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学习目标

和任务难度对学生投入意愿的影响》,它从教育心

理学视角关注学生所愿投入学习活动的积极程度。
此后12年间,单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寥若晨星,年际

增减起伏小于10篇。直至2008年单年发文量方实

图1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单年文献数量(1998—2021年)

Fig.1 Number
 

of
 

literature
 

in
 

a
 

single
 

year
 

of
 

research
 

on
 

learning
 

engagement
 

in
 

China(199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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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个位数到两位数的突破。2010年以来,文献数

量开始呈现明显增长态势,量小力微的局面发生改

变。截至2021年,单 年 文 献 数 量 逐 年 加 多。在

CSSCI数据库中,首篇相关文献崭露于2007年,题
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美

国NESS“全国学生学习投入调查”解析》,刊出于

《比较教育研究》,向我国学界介绍了国际学习投入

调查研究的做法和经验。
进而,本研究使用普赖斯(Price)提出的科学文

献增长曲线(logistic
 

curve)分析我国学习投入研究

的文献积累历程[4]。计算1998—2021年我国学习

投入研究的CNKI文献累积情况发现,1998—2009

年文献数量整体很少,且增减起伏规律不显(见图

2),表现出科学文献体量增长第一阶段的特征,即
此时我国学习投入研究刚刚起步,处于“萌芽期”。

2010-2021年累积曲线较严格地服从指数增长(见
图3),指数模型回归拟合R2 为0.9857,表现出文献

增长第二阶段的特征,说明此时该领域研究处于

“成长期”。从“萌芽期”跨入“成长期”,文献产出的

攀升或与我国研究团队基于全美学习投入调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汉
化形成 NSSE-China并于2009年启动高校调查有

关,该调查吸引了众多的高校参与,调查结果不仅

以学术论文形式产出,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图2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累计文献数量(1998—2009年)

Fig.2 Cumulative
 

literature
 

volum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1998—2009)

图3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累计文献数量(2010—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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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国际学习投入研究[4],截至2021年,我国学

习投入研究累积文献尚未从指数增长演变为线性

增长,表明文献增长第三阶段的“成熟期”尚未到

来。综上所述,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现处于成长期,
正蓬勃发展,具备深远的研究价值与广阔的研究空

间,学术生命远未途穷。

2.2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主要力量

作者与研究机构的分布代表着某一研究领域

的主要学术力量。运行CiteSpace分析CNKI文献

的作者情况,完成相应参数设置后①,生成作者合作

图谱后提取其中发文量不低于5篇的作者信息并做

补充后得到表1。
在作者方面,吕林海、臧爽、刘在花、杨立军、史

静寰、汪雅霜、万昆、郭继东是深耕于学习投入研究

领域的主要学者。就研究方向来看,吕林海、臧爽

等5位学者均具有高等教育学术背景;臧爽、刘在

花、郭继东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

征。就发文数量和年份来看,吕林海发文最多;臧
爽、吕林海、史静寰对学习投入的研究起步更早。

表1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重要作者(1998—2021年)

Table
 

1 Key
 

authors
 

of
 

research
 

on
 

learning
 

engagement
 

in
 

China(1998—2021)

作者 机构② 主要研究方向 发文数量③ 发文年份④

吕林海 南京大学 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中等教育 19 2012(2);2015(3);2016(4);2017(3);2018
(5);2020(2)

臧 爽 中国医科大学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临床医学;高等

教育;
10 2010(3);2013(3);2014(2);2019(2)

刘在花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

育;心理学;
10 2015(2);2016(1);2017(2);2018(3);2021

(2)

杨立军 南京邮电大学 高等教育;计算机硬件技术;电信技术; 6 2013(2);2014(2);2016(2)

史静寰 清华大学 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中等教育; 6 2012(3);2013(1);2014(2)

汪雅霜 南京大学 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 馆;职 业

教育;
5 2015(3);2021(2)

万 昆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

应用;中等教育;
5 2016(1);2020(2);2021(2)

郭继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教育理论与

教育管理;
5 2016(2);2018(3)

在研究机构方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师

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是从事学习投入研究的重

要机构。在综合类大学中,既有高校与国外学情调

查团队合作开展本土调研,也有高校自主开发相关

调查工具并付诸实践。前者包括研究型大学就读

经验调研国际联盟(Student
 

Experience
 

in
 

Research
 

University,SERU)的成员大学之一———南京大学,
以及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NSSE团队开展合作的清

华大学;后者有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积极开展院

校研究。在师范类高校中,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传

统优势学科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其占据学习投

入研究主要机构半壁江山局面之成因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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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CiteSpace中分别完成时间阈值、连线阈值、节点阈值的设置。在时间分区(Time
 

Slicing)中选择起止时间为1998年—

2021年,每一年为一个时间分区;默认夹角余弦距离(Cosine)为关键词之间连接强度的计算方法;通过G指数(G-index)
选择节点,设定k=30。
机构和主要研究方向整理自CNKI检索结果。
发文数量和发文年份整理自作者合作图谱中的节点详情(Note

 

Details)。
发文年份后括号内为该年度发文频次。



2.3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共被引分析

某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是被某组文献共同

引用的前期文献之集合。在CiteSpace中,知识基

础主要是根据文献共被引聚类来体现的[2]16。运行

共被引聚类①,保留规模最大的前7个聚类,设置从

文献关键词中提取标识词,选择其中权重大的关键

词作为主要标识词,整理得到表2。

表2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共被引文献聚类

Table
 

2 Clustering
 

of
 

co-cited
 

literature
 

on
 

learning
eng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

聚类编号 文献数量 S值 平均年份 主要标识词

0 45 0.967 2018 在线学习投入

1 32 0.9 2016 中学生

2 27 0.973 2013 学业自我效能

3 27 0.97 2020 影响路径

4 25 0.971 2012 本科生

5 21 0.974 2016 动机调节

6 18 1 2016 高中生

其中,4个聚类的标识词反映出我国学习投入

研究的主要内容。规模最大的0号聚类主要标识词

是“在线学习投入”,包含45篇文献,其中英文文献

22篇,中文文献23篇。“在线学习投入”是学习投

入在研究场景之维的特殊化与具体化。该聚类有

1/3文献刊载于《开放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和
《电化教育研究》,它们或从某一理论视角出发探讨

在线学习环境中学业情绪[5]、教师支持[6]、动机信

念[7]等变量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或着眼于在线学习

投入评测模型构建与量表编制[8-10],或放眼国际综

述其在线学习投入研究以供借鉴[11]。我国学者对

在线学习投入的关注与中国教育信息化进程密切

相关,反映出学习投入研究的时代性特点。2号聚

类的主要标识词是“学业自我效能”,包含27篇文

献,其中英文文献12篇,中文文献15篇。该聚类中

3/5的中文文献刊载于《心理研究》《心理学报》《心

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等心理学学术

期刊,多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在学习投入的概念界

定上,不乏学者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影响,将其视为

与学业倦怠相对立的积极状态[12,13];就测量工具的

采 择 而 言,多 位 学 者 对 莎 菲 利 (Schaufeli)的

“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
ment

 

Scale)进行修订和改良[14],并开展心理测量分

析。由此可见,正如心理学视角是国际学习投入研

究的主要视角之一,我国的学习投入研究也建立在

心理学的学科基础之上。标识词为“影响路径”的3
号聚类包含27篇文献,其中英文文献17篇,中文文

献10篇。此聚类中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

对学习投入与学业成绩、教学环境等变量之间的双

向影响机制探索[15,16];二是识别、采集、预测和分析

学习投入度的方法研究[17-19]。标识词为“动机调

节”的5号聚类包含21篇被引文献,其中英文文献

14篇,中文文献7篇。该聚类中有文献以学习动机

衰竭成因与动机调节策略为主题开展探索[20],另有

文献探讨了与动机调节相关的学业情绪、任务价值

等概念[21]。

此外,有3个聚类的主要标识词均是学习投入

研究的对象群体。1号聚类聚焦于“中学生”的研

究,包含32篇文献,其中英文文献15篇,中文文献

17篇。以刘在花为代表的学者们聚焦中等教育探

究了学业压力、父母期望等因素与学习投入的关

系[22]。标识词为“本科生”的4号聚类,包含25篇

被引文献,其中英文文献10篇,中文文献15篇。此

中近半数中文文献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收录,围
绕清华大学本科教育学情及其与国外顶尖研究型

大学的比较展开[23,24]。标识词为“高中生”的6号

聚类包含18篇被引文献,其中英文文献13篇,中文

文献5篇。该聚类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为西方学

者发表的心理科学研究,探讨任务型行为在支持性

人际环境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25]。概

言之,上述3个聚类反映出学习投入在中等教育和

高等教育阶段均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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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CNKI数据库导出的文献格式不支持共被引聚类分析,因此本研究使用来自CSSCI数据库的199篇施引文献探索该

领域的知识基础,经软件计算后共得到4039篇有效被引文献,自动识别出60个按照规模大小编号的聚类。所得图谱模

块值(Modularity
 

Q,简称Q值)为0.892,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简称S值)为0.963,表明该网络结构化程度较高、
清晰度良好,聚类合理有效。



2.4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可揭示研究领域

中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使用CNKI数据,在
软件中完成关键词(keyword)分析标准设置①,得到

的网络包含390个节点和518条连线(见图4)。保

留频次不低于5的114个关键词,经过清洗、合并

后,结合二次文献法对其进行分类,将我国学习投

入研究的热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见表3)。

图4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1998—2021年)②

Fig.4 Clustering
 

of
 

key
 

authors
 

of
 

research
 

in
 

learning
 

eng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1998—2021)

表3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高频关键词(1998—2021年)

Table
 

3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learning
 

eng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1998—2021)

分类 频次 关键词 分类 频次 关键词

理
论
概
念

相
关
概
念

理
论
结
构

40 深度学习

15 自主学习

9 终身学习

9 合作学习

28 情感投入

26 行为投入

24 认知投入

研
究
方
法

55 调查研究、调查、问卷调查、学情调查

46 中介效应、中介作用

29 实证研究

25 学习分析

影
响
机
制

教
育
教
学
因
素

111 在线学习、在线教学、线上教学、线上学习

46 翻转课堂

28 课堂教学、课堂学习

27 教学模式

26 慕课、mooc(慕课)

24 英语学习、大学英语

23 混合教学、混合学习

21 教学改革

21 师生互动、生师互动

13 教学设计

11 教学评价、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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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选取每个时间切片中出现频次前10%的关键词,每个切片不超过100个词语;使用寻径(pathfinder)的剪切方式,剪切整

体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图4中节点“cc”经核查节点详情,实际应为“ccss”。



续表  

分类 频次 关键词 分类 频次 关键词

8 相关性

6 知识图谱

5 因子分析

5 指标体系

研
究
对
象

调查

项目

194 大学生

111 高职学生、高职院校、高职生、高职、高职教育

50 本科生、本科教育

39 医学生、护理、护生、本科护生

27 学生

23 师范生

23 高等教育

18 初中生

17 中学生

15 高校

9 高中生

9 流动儿童

8 研究生

5 小学生

22 nsse(全美学习投入调查)

7 ccss(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

学
生
个
体
因
素

学
习
结
果

9 教师支持

8 有效教学

7 sp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7 学风建设

6 学习环境

5 pbl(问题驱动教学法)

5 信息技术

50 学习动机、学习动力

28 专业认同

25 专业承诺

18 学习行为

14 学习倦怠

12 心理资本

8 心理韧性

8 职业认同

7 学习心理

7 学习经历

7 学业情绪

6 学习方式

5 心理弹性

107
学业成就、学业成绩、学习成绩、学习绩效、

学习成果、学习效果、学习成效

57 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学习质量、教育质量

36 学习收获

9 学习体验

7 人才培养

6 创新能力

(1)理论概念

理论概念类别包含7个关键词,依据关键词与

学习投入概念的隶属关系细化二级指标,其又可划

分为相关概念与理论结构两类。在相关概念中,频
次最高的是“深度学习”,它主要指以深层方式进行

学习,与表层学习相对。在学习投入与深度学习共

现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并非要使用后者构建前者的

概念,更多的是基于学习投入描述深度学习的状态

和程度,对深度学习“深深几许”作回答,进而研究

学生如何发展深度学习能力并从表层学习抵达深

度学习,即对深度学习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的探

索。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终身学习与学习投入的

共现情况与深度学习基本相类。在理论结构中,情
感投入、认知投入、行为投入三维投入浮现,频次较

高且相当接近,表明此三维结构受到广泛认同。在

具体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合并或适当拓展

与延伸,使之能更好地表征学习过程[26,27]。

结合高频关键词分布与文献阅读可知,我国学

者较少建构理论概念,多引用国际既有结构,在主

流的学习投入定义方式中择宜。在部分研究中,学
习投入的概念界定遮蔽在测量维度之下,不够明晰

或被直接省略,导致施测维度反向驱动了概念化的

过程,这已经成 为 学 习 投 入 研 究 面 临 的 一 大 挑

战[28]。此外,学习投入的概念不仅可以在广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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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界定,也可以在具体、特定的学习场景或研究情

境中获致异质性的内涵。把握这一概念的情境性

特征,有益于研究者澄清学习投入的本质,从而更

好地确定施测维度并对其进行更有效、更精准的

测量。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类别包含8组、12个关键词。频次最

高的一组关键词是“调查研究、调查、问卷调查、学
情调查”。在数据来源上,既有研究基于高校或高

校联盟发起的学情调查数据,也不乏学者自行修订

UWES-S、NSSE-China、CCSS等量表,以它们为基

础形成问卷并投入调查实践以获取数据。一般来

说,学者个人发起的调查样本数量更小并且往往来

自于一个或几个学校,调查周期也较短。就对学习

投入的测量而言,研究者多采用自陈量表,即要求

研究对象自我报告其学习投入水平。细究此方法

广被采用的个中原因,或许是由于该方法操作相对

简便,所需时间与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具有回

顾性特点的自我报告又不会侵扰和破坏学习过程

本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自我报告追溯困难,
记忆错漏难以避免,且内隐偏见,具有不同性别、
性格等特征的被试往往在感知、理解、报告学习投

入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学习投入是一个关

乎情感、社会文化、行为等各种因素的多维复杂概

念,单一数据源能否有效表征学习投入尚是一个

令人怀疑的问题[29]。如此一来,有效性和准确性

难以保证的测量方法必然掣肘学习投入研究的深

入发展[30]。
其次是“中介效应、中介作用”,结合文献可知,

一是学习投入在其被影响因素与影响因素之间起

中介作用,二是某变量在学习投入与另一变量之间

起中介作用。部分学者还对部分中介效应、远程中

介效应、多重中介效应、链式中介效应等不同的效

应路径进行了细化与区分。此类研究科学化程度

较高,不仅在社会科学期刊刊出,还发表在高校学

报的自然科学版。
再次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由“真实问

题—方法运用—数据分析—结论诠释”构成的统一

体[31],倡导“用数据资料说话”[32],是教育学走向科

学的必要途径[33]。在学习投入研究领域,相比理论

辨析,实证研究备受学者钟情。研究者对测量并描

绘学生在不同学习情境中的学习投入水平、探讨学

习投入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影响表现出极大

兴趣。
频次排在第四的关键词是“学习分析”。学习

分析技术以学习者行为及其学习环境数据为分析

对象,贯穿数据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全过程,旨
在理解和优化学习及其产生的环境[34]。随着学习

科学的发展,该技术在学习投入研究中的应用已屡

见不鲜。
“相关性”“因子分析”反映了学习投入量化研

究中常见的数据分析方法。采用“知识图谱”方法

的文献,主要是关于在线学习行为、国内外大学生

学习投入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指标体系”的浮现

体现了学者们对探寻不同情境中学习投入可操作

化定义的兴趣。
概括地看,基于学生自我报告进行实证建模、

采用大样本量化分析的研究比比皆是,但多未涉及

质性方法予以补充,只是偶有学者对访谈法、个案

法有所应用,纯粹的质性研究少之又少。实证方法

受到重视,其中的质性研究却遭到冷落。
(3)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类别包含14组、22个关键词,覆盖从

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各阶段的学生。
目前,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投入研究在数量上占绝

对优势,多集中于本科生与高职学生群体,亦有部

分研究关注研究生的学习投入情况。在高等教育

普及化与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相关群

体的学习投入研究必将持续深化。
同时,该领域研究还对流动儿童、医学生、师范

生3类较为特殊的学生群体表现出了特别关注。流

动儿童是指年龄在7~18周岁的流动人口群体,已
有研究表明,流动使得该群体在学习方面深陷困

境,面临学业情绪消极、自我效能感不佳等问题[35]。
研究者对医学生与师范生的特别关注,或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社会对医生与教师职业的高度期望。
今后,该领域研究群体或将进一步呈现点面结合的

多元化趋势,在突出学术价值的同时,充分张扬人

文关怀。
(4)影响机制

影响机制包括37组、56个关键词,其累积频次

约占到全部关键词累积频次的1/2,充分显示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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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机制是学习投入研究的焦点,研究者群集渊薮

于此。
本研究将37组关键词进一步划分为教育教学

因素、学生个体因素、学习结果三个类别。教育教

学因素主要包括各异的学习场景与教学模式、教
师;学生个体因素主要指学生所持有的动机水平、
学业情绪、心理资本及其对所学专业或特定职业的

认同度;学习结果主要指学业成就、教育质量与学

习收获。
在常用学习投入量表中,除了有全统计口径、

面向学生整个学校生活的,也有聚焦于课堂的。学

习投入可作为诊断学习过程的窗口和评估课堂教

学改革与教育创新的重要标准[36][37]。比起使用观

察法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以学习投入为切入

点的课堂有效教学探究具有两大优势:一是突显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把评教立足在评学之上;
二是便于采集学生认知与情感的内隐特征,精准把

握和呈现学生在课堂上的实际作为[38]。因此,学者

们往往基于课堂学习投入量表对不同的学习场景

与教学模式的教育质量与其他指标进行测量与评

估。随着课堂从传统“实在”到“云在”的形式转换,
教学模式的不断更新,学习投入的研究情境也进一

步拓展、延伸到线上学习、翻转课堂、慕课等等。此

外,教师支持作为教育教学因素之一,对学生学习

投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有助于学生葆有良

好的学业情绪和较高水平的学习投入。在教师支

持和学习投入共现的研究中,教师包括但不限于

工科 毕 业 设 计 指 导 老 师[39]、高 中 老 师、博 士 生

导师。
在学生个体因素中,频次最高的一组关键词是

“学习动机、学习动力”。学生学习动机作为学习的

源动力与驱动力,通常可以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在

学习动机与学习投入共现的研究中,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成为研究者青睐的理

论视角。“专业认同”“专业承诺”“学习倦怠”“心理

资本”“心理韧性”等研究多具有跨教育学与心理学

的特征,这种心理学偏好也体现在他们对学习投入

的概念界定与测量上。
学习投入与学习结果密切相关,被视为学习的

“圣杯”。众多学者都对学习投入对学业成就、学习

收获、学习体验、人才培养的正向预测作用有所论

述。有研究以工科大学生为对象研究学习投入与

收获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将学生的学习行为划分

为
 

“外力驱动型”“内在驱动型”“务实有效型”三
类[40]。亦有研究发现学习投入是影响留学博士生

课程学习体验的个人因素之一[41]。
(5)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包括2个关键词,分别是“NSSE”与
“CCSS”。国外尤其是美国学习投入研究起步较早,
在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方面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经验[4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位学者对

NSSE项目的梳理和介绍,为我国本土研究提供了

借鉴 和 参 考。2007 年 以 来,NSSE 经 汉 化 形 成

NSSE-China后,又 发 展 为 CCSS 并 再 升 级 到

CCSS2.0,十 余 年 间 持 续 优 化,生 产 了 丰 硕 研 究

成果。

3 结论与讨论

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的本土特色,既包括其在发

展过程中生成的自身属性,又包括它在与国外研究

的比较中得以凸显的异质发现。

3.1 发展与生成:自身属性

在文献积累历程上,我国学习投入研究经历了

“萌芽期—成长期”的发展过程,目前值方兴未艾之

际,具备深远研究价值与广阔研究空间。
就主要研究力量而言,吕林海、臧爽、刘在花等

主要作者皆是于学习投入研究的成长期即开始关

注这一领域,多年来深耕于此。主要作者的研究方

向以高等教育为主,同时横跨多学科领域,这正与

学习投入研究的跨学科特点相契合。综合性大学

与师范类高校共同构成了从事学习投入研究的主

要机构,它们多有参与、开展学情调查或就读经验

调查的经历。
共被引分析与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我国学习

投入研究的知识基础与热点主题高度重叠,主要体

现为高频关键词的五类划分几乎可以完全覆盖七

大聚类的主要标识词。二者共同揭示了我国学习

投入研究的三大样态:在研究内容上形成了“多作

用机制探索,少理论概念建构”的旨趣分布;在研究

方法上表现出“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匮乏”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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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规律;在研究对象上呈现出“聚焦高等教育,纵贯

初等、中等与高等教育三大阶段”的关注特征,且研

究对象进一步多元,从对某一群体的整体、普遍关

注发散为对特定学科、地区、家庭背景的学生的特

别关切,表现出点面结合的良好发展趋势,学术价

值与人文关怀均得以发扬。

3.2 比较与获致:异质发现

国际学习投入研究允许各国调试测量工具的

同时,在概念架构上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43]。
一方面,这为我国学者进行测量工具创新提供可

能;另一方面,概念架构的一致性方便了国家或地

区间的比较,使得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发现

不至于被湮没。
在工具开发方面,许多学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的教育实践自主开发测量工

具,如经杨钋等进行本土化改进的创业课程学习投

入量表[44];又如,赵富春等合作构建了“翻转课堂”
模式下学术课堂学习参与度具体测量指标体系[45]。
此类量表经验证均具有良好的测量学素质。

在研究结果方面,浸润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学

习者(the
 

Chinese
 

Learner)被认为具备与西方学生

有别的学习特征。吕林海、张红霞研究认为观念性

学习投入行为比规制性学习投入行为体现出更强

的文化影响及同文化群体的聚合效应[46]。任庆梅

研究发现,与西方研究结果不同,中国学生的动机

调控是混合式教学环境影响课堂学习投入的中介

变量,其原因或在于更为细致的混合式教学环境类

别划分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生成[47]。郭建鹏研究发

现大学生的绩点分数与他们的环境感知、学习投入

和通用能力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48],这与西方学者

的研究结果相异[49],研究者将此反直觉的发现归因

于我国大学更多地着力考察学科知识的机械记忆

和背诵,无法或难以真正反映大学生综合素质和通

用能力的发展进步[50]。任峥等试图厘清学习投入

与学习性投入这一对均翻译自“student
 

engage-
ment”的概念的差异及联系[51],是汉语语境下我国

学者独有的研究发现。

3.3 进路与转向:未来展望

学习投入的概念界定、有效测量、工具开发与

调查项目等方面仍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亟待探索

与回应的挑战,或将成为学习投入领域的未来研究

方向。

首先,研究者希望创造一种能够捕捉与复杂人

类学习相关的个体的、人际的、环境的结构,但学习

投入却因为始终没有一个统一明晰的定义而面临

精确性和科学性的危机[52]。我国学者已经注意到

了这一问题,并倡导中国学者转向学习投入理论本

体论式的梳理与解析。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对理论

缘起和概念内涵的探讨明显不足,在理论概念建构

上尚无突出建树。对此,本研究总结提出以下四点

建议:①确保定义结构驱动施测维度的选择,而不

是根据施测维度来完成学习投入的概念化。②把

握学习投入的情境性特征。③多维结构值得关注

与肯定,但维度之间难以区分、存在重叠的问题要

求研究者将学习投入视为连续统一体加以把握。

④采用社会文化视角考察我国学生学习投入,以中

国特色学习投入研究补充国际学习投入研究版图。

新技术、新方法的介入与旧方法的组合使用均

被认为有助于精准、全面、立体地刻画学生的学习

投入,有力回应对测量有效性的质疑。一方面,在
技术与教育深度耦合的时代,多模态信息采集与多

源数据融合分析技术为突破静态、单一数据源对研

究的限制提供可能,有望在实践层面助力实时监

控、干预学习投入状态进而减少脱离投入的发生,

亟待深入探索。也有学者提出更接近学习投入发

生点、更便于学生回忆的经验抽样方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试图弥补自我报告法追溯困难

的缺陷。另一方面,纵然学生自我报告、研究者观

察、教师评级这些常用数据采集方法难以摆脱自身

固有缺陷,但它们的组合使用或有助于研究者采集

不同粒度(grain
 

size)水平的学习投入数据。

在调查项目与研究工具上,需考虑不同年龄、

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可能有不同的

需求。另外,多数调查研究采集的数据为横截面

数据,长周期的纵向追踪研究寥寥。因此,提升研

究工具的适切性并更多地开展纵向研究是可行

举措。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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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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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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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learning
 

engagement
 

has
 

been
 

fruitful
 

since
 

it
 

entered
 

the
 

vis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Taking
 

2,389
 

and
 

199
 

valid
 

citing
 

documents
 

from
 

CNKI
 

and
 

CSSCI
 

Data-
base

 

respectively,and
 

the
 

corresponding
 

4039
 

cited
 

documents
 

from
 

the
 

latter
 

as
 

the
 

analyzed
 

samples,and
 

comprehensivel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traditional
 

bibliographic
 

method,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presents
 

a
 

four-dimensional
 

knowledge
 

picture
 

containing
 

the
 

accumulation
 

history
 

of
 

literature
 

on
 

learning
 

input
 

research
 

in
 

China,main
 

research
 

teams,knowledge
 

base
 

and
 

hot
 

topic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re-
search

 

in
 

China,and
 

refines
 

loc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It
 

is
 

found
 

that:(1)Chinese
 

learning
 

engage-
ment

 

research
 

has
 

generated
 

five
 

attributes
 

in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the
 

process
 

of
 

document
 

accumu-
lation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of
 

“budding
 

period
 

and
 

growth
 

period”;the
 

main
 

research
 

team
 

is
 

com-

posed
 

of
 

scholars
 

from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nd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research
 

con-
tent

 

has
 

formed
 

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action
 

mechanism
 

exploration,less
 

theoretical
 

concept
 

construc-
tion”;the

 

research
 

method
 

shows
 

a
 

decreasing
 

law
 

of
 

“more
 

quantitative
 

research,less
 

qualitative
 

re-
search”;research

 

object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ng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running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primary
 

education,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2)Chinese
 

learning
 

en-

gagement
 

research
 

has
 

obtained
 

many
 

heterogeneous
 

findings
 

in
 

the
 

comparison:mainly
 

includ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ools
 

that
 

are
 

closer
 

to
 

Chines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
 

findings
 

tha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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