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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横截面调查，研究了不同年级、户口、性别、学习成绩的194名大学生加入的线上知

识社群行为（包括社群类型、加入的时长和日访问次数），和所感受的社群氛围（通过知识社群自由氛

围，社群奖励氛围，社群共享氛围，社群支持氛围，社群创新氛围，社群意识六个维度的量表测定）

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年级、生源地、性别、学习成绩对社群氛围和加入行为有统计学意义。建议在

后疫情时代，教育管理研究关注大学生在线知识社群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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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ehaviors of online knowledge communities 

(including the type of community, the length of joining, and the number of daily visits) that 194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gende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have joined,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mmunities atmosphere (through the six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community free atmosphere, 

community reward atmosphere, community sharing atmosphere, community support atmosphere, community 

innovation atmosphere, and community awarenes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grade, student origin, gende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community atmosphere and joining behavior.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duc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knowledg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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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社群（knowledge community)

也被称为是知识社区或者学习社区，其

实质是一种知识和交流分享机制。线上

知识社群，是指个体利用在线社交平台

或应用程序，为满足个人学习兴趣而进

行的在线获取和分享知识等活动的网络

社群。今年，由于疫情因素，大学生未

能按时返校，高校纷纷开展线上教学，

在当下移动互联网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之

下，借助于微信等平台的知识社群的火

爆，为线上知识社群的构建提供了有力

的条件。大学生线上知识社群的构建因

素主要包括知识社群氛围。氛围是动态

地反应“人类行为”和“环境刺激”之

间“互动”的复杂关系。本文通过社群

自由氛围，社群奖励氛围，社群共享氛

围，社群支持氛围，社群创新氛围，社

群意识等六个维度进行调研，研究大学

生线上知识社群氛围与社群参与行为的

关系。 

2 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自问卷调查，

调查方式采用网上在线调查，调查对象

为在校大学生，样本学校为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本次共收回问卷207份，剔除没

有参与任何知识社群的学生问卷4份，填

写无效的问卷9份，得到有效问卷194份，

有效回收率为93.6%。 

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

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

户口，自评学习成绩，所加入的知识社

群类型，参与的时长及日访问频率。第

二部分为知识社群氛围量表，共24条目，

为李克特加和量表，包含六个分量表，

分别为：社群自由氛围（4条目），社群

奖励氛围（4条目），社群共享氛围（5

条目），社群支持氛围（3条目），社群创

新氛围（3条目），社群意识（5条目）。

选项为：“很不同意”到“很同意”五点

计分，为1-5。以上分量表在本项研究中

的克隆巴赫α值分别为0.849,0.890, 



现代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7 

Modern Education Forum 

0.896,0.908,0.798,0.881。 

统计分析方法：本项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4对所有数据进行分

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学生基

本情况与知识社群使用情况用频数百

分比，二者的相关关系用皮尔森卡方检

验，对大学生对所参与的知识社群氛围

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分类变量用独立样

本T检验，多分类变量用F检验。本项研

究为探索性研究，检验水准α=0.05，

双尾检验。 

3 结果 

3.1被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在线

知识社群的使用情况 

194名学生中，男生55名，占总人数

的28%，大二和大三年级学生相对较多，

分别占24%和39%，自评成绩好（优秀和

良好）的占60%，学生干部占24%，城市

户口的学生占38%。 

表 1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及知识社群的使用情况

变量 内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55 28.35

女 139 71.65

年级

大一 37 19.07

大二 47 24.23

大三 76 39.18

大四 34 17.00

成绩

优秀 31 15.98

良好 87 44.85

中等 68 35.05

较差 8 4.12

学生

干部

是 46 23.71

否 148 76.29

户口 城市 74 38.14

农村 120 61.86

社群

类型

（复

选题）

阶段性学习任务交流

群
100 53.19

职业技能交流群 45 23.94

软技能类知识社群 59 31.38

知识分享活动交流群 53 28.19

其他 35 18.62

加入

社群

的时

长

3个月内 85 44.50

3个月到 1 年 74 38.74

1-3年 25 13.09

3年以上 5 2.62

日查

阅次

数

≤3 次 83 43.46

4-6次 64 33.51

7-12次 21 10.99

≥12次 23  

平均每名学生参与1.55个类型的知

识社群，其中53%的学生参加了阶段性学

习任务交流群，如考研交流群、群面技

巧交流群，31%的学生参加了软技能类知

识社群，如思成自习室、21天坚持阅读

打卡群。28%的学生参加了知识分享活动

交流群，如4.18单面公开课、考研择校

指导讲座群。83%的学生加入最重要的知

识社群为一年内，其中44.5%在三个月

内。43%的学生每日查阅次数为43%。详

细情况见表1所示。 

3.2被调查者在线知识社群氛围量

表得分情况 

六个分量表得分分布情况如表2所

示，数据分布比较合理，呈现正态分布。

量表题项平均得分范围为3.53-3.63，

总 分 为 86.33 ± 15.17 ， 范 围 为 74

（46~120）分。 

表2 知识社群氛围得分

得分 范围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社群自由氛围 16 4 20 14.45 3.09

社群奖励氛围 16 4 20 14.53 2.96

社群共享氛围 17 8 25 17.97 3.47

社群支持氛围 12 3 15 10.97 2.18

社群创新氛围 10 5 15 10.58 2.13

社群意识 17 8 25 17.68 3.52

社群氛围总分 74 46 120 86.33 15.17
 

3.3被调查者参与的知识社群行为

的相关分析 

对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与参与知识

社群的行为（社群类型、参与的时长、

访问次数）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仅有不

同生源的学生在是否加入阶段性学习任

务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卡方

=4.657，p=0.031），城市生源的学生更

愿意参加阶段性学习任务的在线知识群

体，结果见表3。 

表 3 阶段性学习任务交流群

户口 没参加 参加 X² p

城市 28 46 4.657 0.031

农村 63 54  

3.4知识社群氛围的单因素分析 

对大学生感知的知识社群氛围各维

度进行单因素分析，影响因素为被调查

者相关信息和参与知识社群的行为（社

群类型、参与的时长、日访问次数）。结

果显示女生感受知识社群支持氛围得分

高于男性（t=2.12,p=0.0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结果见表4。低年级学生在知

识社群氛围各个维度打分较高，并且这

种差距在社群自由氛围，社群奖励氛围，

社群共享氛围，社群支持氛围，社群意

识五个维度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5。在体会知识群体自由，奖励，支持氛

围方面，均为城市生源的学生得分高于

农村学生，其差异在0.1水平上显著

（p=0.056~0.078）。 

表 4 不同性别感受的社群支持氛围得分情况

性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P

男 10.45 1.94 -2.12 0.04

女 11.18 2.24  

4 讨论与结论 

对大学生而言，参与在线知识社

群已经成为常态，大学生通常参加四

种类型知识社会群体自主学习，获取

自己想要的知识。这四种类型分别是

阶段性学习任务，职业技能交流，互

相鼓励的软技能交流，知识分享交流、

资料交流群。 

1.户口因素仍然是影响学生参与知

识社群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城市学

生以更积极的心态参与在线知识群体的

建构，并对在线知识群体氛围有更好的

体会与良好互动。这后面的原因比较复

杂，可能与网络使用的方便程度、网络

接触时间长短有关。2.在对知识群体氛

围评价中，也显出性别差异，女生更愿

意支持他人也更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

对所属群体更加维护，群体黏性较高，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3.大学生加入

在线知识群体的时间与年级有关系，一

般而言，进入校门开始参加各种知识群

体，高年级的同学参加的群体时间更长，

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低年级学生

对所加入的在线知识群体氛围比较满

意，而随着年级的增加，满意度降低。

这给我们教学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信

息，也就是关注、引导低年级大学生加

入、建设在线知识群体，研究如何能使

在线知识群体具有良好的氛围，保持持

久的吸引力。4.自评学习成绩较差的八

名同学，其对在线知识社群氛围评价的

各个维度得分都较低，对所参与的知识

群体氛围有着比较负面的评价，大学生

学习成绩与在线知识群体的复杂关系，

值得进一步研究。5.大学生参与的时长

越长，越认同社群的共享氛围，也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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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年级在知识社群氛围各维度得分情况

内容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社群自由氛围 大一 15.97 2.94 5.996 0.001

大二 14.72 2.71

大三 14.15 2.77

大四 13.09 3.70

社群奖励氛围 大一 15.92 3.26 4.714 0.003

大二 14.72 2.65

大三 14.25 2.59

大四 13.44 3.32

社群共享氛围 大一 19.26 3.60 3.389 0.019

大二 18.50 3.36

大三 17.22 3.37

大四 17.59 3.36

社群支持氛围 大一 12.17 2.06 6.117 0.001

大二 11.17 1.89

大三 10.64 2.20

大四 10.21 2.14

社群创新氛围 大一 11.29 2.11 1.885 0.134

大二 10.65 1.98

大三 10.32 2.06

大四 10.32 2.38

社群意识 大一 19.00 3.24 3.598 0.015

大二 18.33 3.17

大三 17.04 3.62

大四 16.94 3.61

社群氛围总分 大一 94.18 14.22 5.356 0.001

大二 88.09 14.02

大三 83.85 14.26

大四 81.59 16.75

体更有归属感，愿意维护群体，有良好

的群体意识。另外，大学生对各种氛围

的感受得分随着日查阅群次数增加而增

大，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以后的研究应该扩大样本量，尤

其纳入各类学生，对自评学习成绩较差

的学生，或许通过在线社群，使其达到

与提高学习成绩的目的。另外，在加入

在线知识群体的方式和类型上进一步细

化，以便对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在线知识

群体的内涵的深刻理解。第三，设计纵

向研究，对大学生在线社群氛围的感受

与学习成绩乃至自主学习的因果关系进

行深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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