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各高校大学英语学分、学时急剧缩减，

翻转课堂成为大学英语教师完成“少学时重任务”

唯一途径。翻转课堂不仅是一种新兴的教学理念

和课上、课下组织形式，也真切践行了中国学者一

直推崇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施翻转

课堂与信息技术密不可分，缺少必要的信息技术辅

助，师生“生动”“实时”“立体”“便捷”交流互动将无

法实现，所以信息技术辅助的翻转课堂（Information

Technology-aided Flipped Classroom, 简称 IFC）才能

够真正地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实现师生、生生移动交互

式学习[1]。作为一款新兴移动教学助手APP，MoSo

Tech（蓝墨云班课）不仅能够满足师生课内外即时反

馈、在线监督、教学互动、资源推送、答疑讨论、反馈

评价以及虚拟经验值和课程分无缝对接，并以自

由、平等、创造等游戏精神营造愉悦学习氛围，提高

学生学习动机与兴趣。虽然目前已有学者从教师

的角度探讨MoSo Tech对翻转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启

示，却鲜有学者探讨MoSo Tech经验值的学习者对

这款 APP 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准备度影响因

素。探究其背后影响因素有助于在MoSo Tech使用

前，教师做好对学习者的指引和培训工作，进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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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对这款APP的准备度，使其更好地融入基于

MoSo Tech的移动交互式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

一、文献综述

Critz等曾指出目前大多数学者对IFC持积极正

面评价，因为IFC可以实现师生“共振”[2]，提高学生

自制力[3], 增强学习动机[4], 增加学生碎片学习时间

并增强学生理解力[5]，提高高校学生大班授课满意

度[6]，由此可见IFC的正能量不容小觑。

但是IFC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具体翻转课

堂实施中，师者会几经衡量选择一个适合于该门课

程的移动信息云平台作为教、学助手，如 MoSo

Tech。程少云等人将移动终端MoSo Tech和 SPOC

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进行一个学期的校本教学

实验研究，数据显示借助MoSo Tech的SPOC模式教

学更适合那些教学环境相对较差、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相对较弱的学校[7]。王红艳通过设置实验班和对

照班进行云班课课堂模式校本研究，数据显示实验

班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班，究其原因王红艳将其归为

学生兴趣激发潜能、产出导向成果[8]。卢雅琴把

MoSo Tech应用到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模式探究中，

将传统灌输课堂划分为课前教师知识传递阶段，课

堂学生知识内化阶段，课后师生知识扩展阶段，通

过每阶段MoSo Tech和听力教学的融合提高学生听

力学习的有效性[9]。周云虹等人以云班课为平台尝

试翻转课堂英语口语教学，并基于实践活动总结出

该课堂模式学习五大特征，即反思学习、合作学习、

建构学习、真实学习和主动学习[10]。以上这些学者

都尝试将MoSo Tech应用到校本课堂模式中，通过

学习者对APP的使用来探究英语某项技能学习的

有效性，但是这些学者都遗漏了在使用该技术手段

前，应当调查学生对这款APP准备度、深入探究准

备度的影响因素，如学习者对使用MoSo Tech的自

我 信 念 以 及 信 息 交 流 技 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简 称 ICT）。 Lin J SC,

Chang C.指出准备度是一个多维心理架构，刻画的

是人们尝试某项新事物的就绪状态[11]。首先，一个

人的信念最能影响他的就绪内在意愿，自我效能感

决定他的就绪状态（自信与否）；其次，ICT主要涉及

一个人对一些基本、高级技术工具的使用熟练度，

它会影响学习者对某项技术的正负情感；最后，对

技术原理功用认识也会影响到学习者对该工具初

始就绪判断。

本研究异于其他学者，旨在探究MoSo Tech被

应用于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模式前，学生准备度情况

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这一目的，笔者主要探讨以下

3个问题：

1）对MoSo Tech持积极、中立、消极三种准备度

被试者的自我信念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2）对MoSo Tech持积极、中立、消极三种准备度

被试者的ICT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3) 有显著性差异影响因素之间内在关系以及

解决措施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基于 Likert-type statements (scaled 1-5)的定量

问卷和开放式问题的定性采访，本研究对 MoSo

Tech持积极、中立和消极态度的三组被试者进行线

上问卷分发和线下问题采访。

a)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者来自珠三角某高校非英语专

业大一新生，共159名学生（1班51人，2班54人和3

班54人），三个班均为文理搭配教学班级。以被试

者入校英语摸底考试成绩作为定量问卷和质性采

访的前测（试卷为2017年6月份四级真题）。由表1

可见，通过One-way ANOVA分析，各班成绩均值相

近，分别为42.27、43.57和41.06，无统计学意义上的

显著差异（P＞0.05）。因此这三个班学生的英语水

平被视为相似，无显著性差异，排除英语水平和他

们对MoSo Tech准备度的关联性。

b) 研究工具

本文主要研究工具有：（1）基于 Likert-type

statements (scaled 1-5)的定量问卷测项池；（2）用于

质 性 采 访 的 开 放 式 问 题 ；（3）数 据 统 计 软 件

SPSS20.0。

首先，笔者从整体上设计准备度问卷测项池。

该测项池包含被试者基于MoSo Tech在线学习自我

信念测项，如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自主学习模式

主动意向性、虚拟空间孤立学习认知、虚拟空间合

作学习认知、网络教学平台重要性认知（共15个测

项）和基于MoSo Tech在线学习ICT测项，如基本工

具1～4，高级工具1～4（共8个测项）。每个测项按

表1 参与者入学考试成绩One-way ANOVA分析

（I）班级

1

2

3

人数

51

54

54

均值

42.27

43.57

41.06

（J）班级

2

3

1

3

1

2

（I-J）均值差

-1.30

1.22

1.30

2.52

-1.22

-2.52

标准误差

2.40

2.36

2.40

2.19

2.36

2.19

P值

0.931

0.939

0.931

0.581

0.939

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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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Likert-typestatements (scaled 1～5)计分，即5分—

十分同意，4分—同意，3分—未定，2分—不同意，1

分—十分不同意。

其次，笔者设计两个开放式问题来对被试者基

于MoSoTech在线学习基本概念功用认知进行采访，

Q1：什么是基于 MoSo Tech 在线学习？Q2：基于

MoSo Tech在线学习优缺点？

最后，笔者使用数据统计软件SPSS20.0对有效

问 卷 进 行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 和 One-Way

ANOVA检测。

c) 研究过程

第一步，本研究由已经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上

使用两学期MoSo Tech的教师A给MoSo Tech经验

值0的非英语专业大一新生讲解基本概念、具体功

能实现途径，并现场操作展示，指导学生体验，整个

过程用时15分钟。

第二步，教师A当场询问学生对该APP 持积极

态度？中立态度？消极态度？经过初步统计，对

MoSo Tech持积极态度的被试者有51人，中立态度

有62人，消极态度有41人，放弃选择有5人。

第三步，教师A让除放弃者之外的被试者在

MoSo Tech上填写定量问卷测项池（共23个测项），

因所有测项都是选择题，所以被试者需在6分钟内

在线完成。

第四步，教师A分别对这三种态度的被试者进

行Q1、Q2采访，整个过程被录音笔记录下来，并由

学生助理转写成文字。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剔除不完整、不真实问卷，有效问卷共102份，

为统一三种态度样本数，笔者从有效问卷中抽取90

份（30:30:30），将其录入 SPSS20.0 中。以态度（积

极、中立、消极）为Factor,以 23个测项为Dependent

List，完 成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 和 One-Way

ANOVA检测。

a) 研究结果

由 表 2 可 见 ，测 项 池 虽 有 23 个 测 项 ，但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检验结果显示在三种态度

之间只有5个测项有统计学意义，呈显著性差异

（p＜0.05）。

进一步探究详见表3，持积极态度被试者对测

项1（基于MoSo Tech在线学习可以很好地融入我的

英语学习方式中）五分量表均值为4.03，持中立态度

被试者为 3.37，消极态度被试者为 2.53，One-way

ANOVA检测显示测项1P值均小于0.05，所以三种

态度被试者在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方面有显著性

差异。在测项5上（基于MoSo Tech在线学习使我能

依据自身节奏进行自主英语学习），持积极态度被

试均值4.47远大于持消极态度被试者均值2.97，说

明这两种态度被试者在自主学习模式主动意向性

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测项10上（基于

MoSo Tech在线学习有助于形成学习共同体，便于

协作学习），持积极态度被试者均值显著高于持中

表2 测项池中测项的Test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s

测项

自我效能感1

主动意向型2

合作学习型1

在线重要性2

基本工具4

Levene统计量

5.219

5.680

4.641

3.137

2.480

自由度df1

2

2

2

2

2

自由度df2

87

87

87

87

87

P值

0.007

0.005

0.012

0.048

0.040

表3 测项池中测项的One-way ANOVA分析

（I-J）

均值差

0.66667*

1.50000*

-.66667*

0.83333*

-1.50000*

-.83333*

0.83333*

1.50000*

-.83333*

0.66667

-1.50000*

-.83333*

0.60000*

1.86667*

-.60000*

1.26667*

-1.86667*

-1.26667*

0.03333

0.96667*

-.03333

0.93333*

-.96667*

-.93333*

0.13333

1.13333*

-.13333

1.00000*

-1.13333*

-1.00000*

标准误差

0.21954

0.28453

0.21954

0.25013

0.28453

0.25013

0.21558

0.25013

0.21558

0.29543

0.25013

0.25013

0.22625

0.24228

0.22625

0.27930

0.24228

0.27930

0.23300

0.27578

0.23300

0.28500

0.27578

0.28500

0.26924

0.30525

0.26924

0.31147

0.30525

0.31147

P值

0.011

0.000

0.011

0.005

0.000

0.005

0.001

0.000

0.001

0.082

0.000

0.005

0.032

0.000

0.032

0.000

0.000

0.000

0.999

0.003

0.999

0.006

0.003

0.006

0.946

0.001

0.946

0.007

0.001

0.007

（J）

态度

中立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中立

中立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中立

中立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中立

中立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中立

中立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中立

均值

4.03

3.37

2.53

4.47

3.63

2.97

4.27

3.67

2.40

3.77

3.73

2.80

3.73

3.60

2.60

人数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I）

态度

积极

中立

消极

积极

中立

消极

积极

中立

消极

积极

中立

消极

积极

中立

消极

测项

自我效能感1

主动意向型2

合作学习型1

在线重要性2

基本工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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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消极态度被试者，说明三种态度被试者在虚拟

空间交际协作模式互动意识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在测项13（基于MoSo Tech在线学习是互联网+时代

的产物）上，持积极态度被试者均值3.77远大于持

消极态度被试者均值2.80，说明这两种态度被试者

在网络教学平台重要性认知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p＜0.05）。在测项19（QQ、Wechat、Blog等ICT使用

熟练度）上，持积极态度被试者和消极态度被试者

的P值小于0.05，说明被试者在ICT基本工具使用方

面有显著性差异。在测项21（MOOC、TED、网易公

开课等ICT使用熟练度）上，三种态度被试者均值低

于里克特量表参考值3，说明被试者在ICT高级工具

使用极度缺乏经验。

b) 研究讨论与启示

由定量问卷检测结果可知，被试者的三种截然

不同的态度受其自我信念中的网络学习自我效能

感、自主学习模式主动意向性、虚拟空间交际协作

模式互动意识和网络教学平台重要性认知四个维

度影响，同时受其ICT中基本工具QQ、Wechat、Blog

等多元社交工具使用经验、高级工具MOOC、TED、

网易公开课等网络学习经验不足影响。上述方面

影响被试者对Moso Tech准备度，阻碍Moso Tech在

大学英语学习中深度融合，本研究结合被试者质性

采访结果提出举措循环图（图1）。

第一，学习者需认清教育新形势。根据对被试

者的采访，笔者了解到被试者长期接受教师掌控

类、应试类传统教学模式，缺少网络学习机会，对当

前大学英语“大班授课、课时骤减”形势毫不知情，

形势认知缺乏导致持消极态度被试者无法认识到

网络教学对大学英语课堂重要性。当前为开放教

育时代，教育资源通过网络空间传递全球，技术构

建无缝学习时空已成为大学生必要的生存空间。

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精神，各高校应深入推进外语教

学改革，提升外语教学质量和水平，积极推动数字

化外语教学资源在教学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基于

移动互联网的线上教、学既可以缓解当前大学英语

线下任务繁重、课时少压力，又可以为学习者搭建

线上学习的社会结构，促进师生、生生在线互动，弥

补大班授课互动欠缺不足。引导学生认清大学英

语教学新形势可以提高学习者对MoSo Tech实施必

要性的准备度。

第二，学习者需积累积极心理资本。持积极态

度被试者的高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是其积极心理

资本。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最早提出“学习自我

效能感”，即“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是否有能力操作

行为的信念和预期”[12]。类比此概念，谢幼如等人提

出“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使用网

络信息资源或网络通信工具等完成学习任务的信

念和预期”[13]。Bandura曾说学习自我效能感是个体

一切行为、心理变化关键因素，谢幼如等人通过实

证验证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效果正向影

响。信念高低、期望值大小可以调动网络学习者主

动性、激发其潜在动机、支撑其行为持续力、努力

度、与学习绩效呈正向相关，所以网络学习自我效

能感的提高有助于学习者对MoSo Tech使用自信心

的准备度的提高。

第三，学习者需提升ICT素养。根据对被试者

的采访，笔者了解到首先他们习惯于传统学习支

持，如课堂上教师提供的教案、练习答案、纸质版批

阅、音频录音等，对于新型学习支持如Wechat、Blog

等多元社交工具，MOOC、TED、网易等公开课平台

不熟悉、不适应，进而导致学习困难、心理焦虑，最

终影响学习质量和效率；其次他们对在线学习的学

习氛围提出质疑，比如一些学习者以学习的初心进

入在线课堂，却因随手可点的游戏、视频、对话框开

始走神，最终淡化了学习氛围，迷航于新型学习支

持中。“学习支持”属于Reiser,B.J提出“学习环境构

成三要素观”中之一，他认为学习支持是指大学英

语翻转课堂所使用视频、评价学习成果技术手段、

以及教师使用资源、案例等。随着信息技术发展，

海量新型学习支持可供学习者使用，但教师需积极

主动引导他们检索有效信息、锁定有益公开课、规

整在线资源、参与在线互动，教师的引导不仅能提

升学习者ICT素养，也促使他们在大量新型学习支

持中不迷航，降低心理焦虑，提高对MoSo Tech复杂

易会操作技术的准备度。

第四，学习者需习得自主互动学习行为。2011

年教育部提出“英语教学要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

的方向发展”。但是根据对被试者的采访，笔者了

图1 举措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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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为保证他们不在高考大军前进中落后，教师采

取统一灌输式教学，学生被动接受、记忆、背诵，这

造成学习者在线自主学习、交互学习经验近乎为

零。网络平台上英语自主学习是大学英语翻转课

堂必要条件，学习者自主在线学习行为是大学英语

翻转课堂能否实施关键。学习者在教师未进行面

授之前，依据各自不同学习水平和学习风格开展个

性化的学习，按照自身需要、节奏、规律主动利用网

络资源获取所需信息，借助原有知识，通过“同化”

与“顺应”达到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除了自主学

习，邵华指出在互动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可以进行

自由式探究和协作化学习，有效内化所学知识、建

构意义[14]。古罗马Quintilian也曾指出学生可以从

互教中受益。通过交互探究式在线学习行为的习

得，利用电脑、手机上多元社交工具和教师、学生互

动交流，学习者既能得到教师学习方面指导和同伴

学习方面反馈，又实现传统教学难以实现的个性

化、互动式学习。自主互动学习行为摆脱传统应试

学习，符合真正的学习社会结构，有助于提高学习

者对MoSo Tech讨论答疑功能的准备度。

四、结语

本研究表明网络教学重要性认知、网络学习自

我效能感、ICT素养和自主互动学习行为是影响学

习者对MoSo Tech准备度高低因素。对当前大学英

语教学中网络教学平台应用必要性、重要性认知可

以提高学习者心理上警惕性，努力提高网络学习自

我效能感，同时督促学习者信息技术掌握以应对网

络学习中技术难题。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资

本和ICT素养技术资本可以使学生更快习得在线自

主互动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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