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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科技进步将带领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的新时代，也让我

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如今在高校校园内，大学生对网络的使用率越来越

高，班级的管理作为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向网络化发展。易班作为一种

新时代的、无声无息的非课堂教育，对于育人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易班平台 SECI 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影响进行探究。借助易班平台 SECI 方

法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分析，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学习态度

与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把学习态度作为中介变量提出假设。本文通过问卷星发

放问卷进行调查，使用 SPSS进行数据分析。最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并验证假设得出

结论。为尚未开通易班平台高校打消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疑虑，在发展

方面和实践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为中国 TR 高等专科学校对易班平台 SECI 方

法的运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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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1st century is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s the human society into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which also makes u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network. Nowadays, in the campu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use rate of the net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s higher and high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life, the management of classes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to the

network. As a new era of silent non classroom education, E-cla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ng peo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SECI on students' actual behavior. With the help

of SECI's analysis of students' actual behavior, SECI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attitude and actual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learning

attitude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is paper uses SPSS to analyze the data. Finally, the

data are sorted out and the model is verified to get the conclusion.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have not yet opened the E-Class platform network interactive community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dispel construction

doubts, and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in practic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r college in China to use SECI.

Keywords: SECI of YiBan Platform Learning Attitude Actu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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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易班平台 SECI方法

易班平台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它是从班级逐步演变而来的。根据考证，文艺复

兴时期的时候提出了班级这个词。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

媒介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沟通渠道，改变了传统的交流方式，而当代大学生的生

活方式用“无网不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手机、电脑、网络可谓之新时代的必需

品。尤其是在大学这样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场所，大学生缺少固定的学习场所，网

络的影响进而扩散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

易班平台也属于服务型平台,各高校教师课件资源的共享,让本校学生不但能掌握学校

的教学内容,更能全面了解到其他高校优秀教师的课件教案。易班主要功能结构分

为：主页面结构（主页面），网站层次结构（学校），班级主页结构（班级），个

人主页结构（个人主页）。每个结构分别由其相对应的主要功能和模块，其中最为

重要的和最具特色的功能是班级功能模块，通过教育教学资源在教育主体与客体之

间的双向整合以及平等交流互动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的主体

意识。正确引导教育学生有正确的思想观、人生观。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网络已

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环境。在这个网络环境的背景下，对于学生的管理

方式也需要变革，易班平台应运而生。

SECI最初原型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于 1995年合作的《创新求胜》（《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书中提出，对知识创新的知识创新的结果和支

撑、知识场、知识资产进行全面的论述，使知识创造和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有新的

突破。SECI源于经济学领域，但是它能从知识传递及转化的层面来说明学习过程。

野中郁次郎在 SCEI中提出，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二者之间的

互相作用和转化，知识转化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创造的过程。知识转化的过程为四

种——潜移默化(Socialization)、外部明示 (Externalization)、汇总组合(Combination)

和内部升华 (Internalization)，以下统一简称 SECI。

SECI 关于知识转化的理论，对于辅助易班平台的运行有着重要作用。将 SECI

应用于易班平台，可以将教育者的内容与受教育的人结合起来，并在沟通过程中识

别和提升价值，让学生通过平台获取知识，改变学习方法，对学习树立一个全新的

态度，使其学生的实际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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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S 方法为潜移默化，它是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学生之间

通过易班“精品课程”分享交流学习的经验、诀窍、行为模式等隐性知识。在此过

程中，学生通过易班平台，不断观察与模仿、亲身实践的方式不断的获取和积累隐

性知识。经过观察与发现，获得个人经验与心得，使自己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第二阶段 E 方法为外部明示，它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通过学生

隐喻和类比的一些方法，用简洁的语言清楚的表达隐性知识。比方说，把学生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培训，通过易班“优课”轻应用，通过语言、文字、图片的方式

来表达知识，易班“优课”轻应用的情境式、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来进

行传授相关知识，以促进学生群体的内部不断进行频繁讨论，这样会扩大学习的自

主性。

第三阶段 C 方法为汇总组合，它是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通过不断

分析和分类的方式对显性的知识进行组合化、系统化，并会产生新的显性知识。学

生通过易班的“能力测评”轻应用进行交流合作，不断的获取教育教学的其他新知

识，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加工，让个体的显性知识转变为班级的显性知识，通过在班

级中形成新知识系统与结构，以文档和数据库的形式呈现，在班级中使用。为更好

的加强学生与学生间的相互合作交流，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搭建信息发布和讨论的

知识平台，可以通过实时虚拟的学习平台，让学习变得更加的便利和高效，也能够

加快知识的更新速度，全面提升知识的转化质量。

第四阶段 I方法为内部升华，它是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学生可以通

过不断的领悟与亲身经历的手段，将显性的知识转化为隐性的知识，这一过程必须

要将显性的知识具体化到实践与行动中去。在易班“题库”应用中的不断练习和边

学边做，会将显性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感想与心得，以提高自身的技能。运用所学

的知识进行创新和创业，把所学的知识理论真正的内化到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实践的

工作能力中去。

1.1.2 易班平台现状

近几年以来，随着易班平台在中国高校的普遍推广和建设发展的要求来看，逐

渐的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目光，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的思考和探讨。在 CNKI 搜索

易班平台，从 2007年开始有一篇相关研究，对易班平台的研究呈逐年递长的趋势，

多数理论研究工作者或身处一线教育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当前网络化背景下易班平

台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的研究与探索，并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理论成果，为探索

和研究易班平台提供了理论素材，同样也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

在以上众多研究中，对易班平台少有系统性研究，大多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

或者资源整合角度进行研究，对于易班不断在发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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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中，大多数以期刊论文的形式浮现，也有及少量的博士和硕士的论文，当

然，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不同的研究的结论。本文也是抓住时下热点进行研究，对易

班平台起到建设性作用。

1.1.3 易班平台发展存在的问题

易班是以高校师生为使用对象，运用 BBS、微博、手机应用等不同的新型互联

网技术，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分享和交换各种各项的信息和资源的平台。易

班平台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便捷度和效率，

对于改变陈旧的学习方法和树立全新的学习态度，使其学生的实际行为发生改变起

到导向作用。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运用易班平台，但是大部分学校对于易班平台的运用还存

在一定的误区。就目前易班平台的发展现状来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易班平台目标定位合理性不足。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未能针对性的分

析易班平台的特点，因此在平台的设计中，和传统的教学 App未表现出差异，导致

传统教学 App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易班平台的优势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

第二，易班平台发展的基础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坚持，但是在现实易班平

台中，对学生实际行为的改变关注较少，“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得到实质的体

现，对于学生主体性的体现更是无从谈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能充分体现，

导致使用易班平台后学生的综合素质未得到明显提升。

第三，易班平台针对性较为欠缺。易班平台所强调的具有创新性的学习方法，

对主体针对性不强，导致无法对学生进行深入引导，对当代学生特点的了解度不

足，影响了易班平台的使用效果。

就目前易班平台的发展现状而言，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对易班平台运用的警

醒，如何高效的发挥易班平台的管理优势，是目前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

1.1.4 TR高等专科学校易班平台现状

就目前 TR 高等专科学校易班平台现状来看，已经具有一定的开展成果，目前

TR 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拥有 12 个易班机构群，9548 个成员，具体 21 个易班机构

群，大部分学生已经都将易班 App 作为日常的使用，易班平台在 TR 高等专科学校

已经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

在易班平台的开发上，TR高等专科学校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易班活动，还提

供了后勤、就业及其他服务性内容上将网上教育和生活服务相结合，通过快捷的服

务，不断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增强了学生对易班平台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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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制度上，学校领导的负责主流的宏观点微型小组负责根据具体的运行条

件协调微观管理的运作，主要的学生干部负责收集互联网信息。严格建立信息传播

的条件和方法，德系的基础上科学的跟踪，有必要形成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的具体

工作的教师和学生的一种手段，负责联合，对学生进行分类的各类新媒体平台的信

息。

学校非常重视易班的发展，易班平台作为中国教育部大力推广的教育服务平

台，在政策的导向上，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基于易班是互联网下产生的一个手机

移动端和信息平台的本源，全部的平台技术水平的提升，必须要基于经济基础，落

到学校的层面就是易班平台建设需要专项的经费额度，就 TR高等专科学校而言，学

校高度重视易班平台的建设，是对其设立专门经费，帮助易班平台的发展。

TR高等专科学校易班平台初步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提升易班平台

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影响还有发展的空间。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如今在高校校园内，大学生对网络的使用率越来越高，班级的管理作为学校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向网络化发展。易班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无声无息的非课

堂教育，对于育人、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

（1）本文主要研究易班平台 SECI 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影响，即通过易班平台

SECI 方法使得学生的行为产生实际的改变，从而证明易班平台 SECI 方法是可行有

效的。

（2）通过网络平台将思想教育提升落实到行动中是当下思想教育的一个热点，

本研究通过易班平台 SECI方法侧面反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果。

（3）给易班平台 SECI方法给出有效的建议，为学校教育中关于易班平台 SECI

方法的运用提供参考依据议。

1.2.2 研究意义

通过对高校易班平台相关文献的检索可以发现，由于易班创立时间较短，相关

研究并不是很多。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运行模式将无法满足高校师

生的需求，高校易班平台将是未来高校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提高的影响因素之一。

（1)本文结合实际，对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影响展开研究，为

易班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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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进一步引发理论界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领地的思考和讨论。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思想政治教育这块研究工作在“时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背

景下之下的空白。

（3）对易班平台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易班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

载体将在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推广建设与发展。对尚未开通易班平台的高校打消建

设的疑虑，在实践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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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易班平台的相关研究综述

易班于 2007年 8月诞生于中国上海，它与传统课程一样，同一年龄组和发展水

平的学生也准备在课程中一起学习和生活，并制定了限制学生行为规范的特定规

则，但不同之处在于易班是基于网络课程的。易班平台不仅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更加科学，而且还能让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提高具有全面性的意义。其相关研究成

果的主要内容包括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将易班自身发展的进行分析，易班与思想政

治教育的关系的解读以及易班平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等研究。针对易班

平台进行的研究至关重要，中国相关文献的具体情况如下：

高杉在《高校易班之微管理模式探究》一文中（2006），互联网技术与网络信

息提高了文档的网络学习的数量和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大学

精神和政治教育方法正越来越多地面临的挑战是新的挑战。但易班管理现状中存在

的问题与瓶颈主要有：易班管理定位缺乏合理性、易班管理体制缺乏“以人为本”的

理念、易班管理方式缺乏针对性。文章提出了易班微管理的新模式：“细节化”聚

焦、“真相化”还原和“新方式”探索。

对于如何提升易班网页的育人功能模块，华东师范大学的梅月平给出这样的解

决路径，包括增强推动网络舆情监测和管理，不断加大网络公共监督投入，提供一

种提高教育功能的方法，提高媒体素养和政治教育的思想，挖掘教育要素，改进教

学方法，在技术的层面上改进易班平台，大力提升易班的吸引力。从利用易班平台

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意识和方法内容等方面，提出更加具有价值的解决

方法。

王琰、尚文雅在其相关研究中，以大学生为易班建设的核心为基础，分析基础

上研究生的关键要素用于参与各种研究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的课堂上，学生在相关的

研究，并通过影响本科班的参与的主要因素举办，并提出最大化大学生参与和班级

管理优势的方法。

冯永泰、王钊、陈曦在其研究中认为，易班在高校管理中的优势体现为：具有

稳定性、层次性、丰富性、引导性等。鼓励了教师和学生通过在师生之间建立更多

的沟通，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热情地教学。另一方面，它可以根据学校的特

点，丰富教育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

叶雄坤在《“校本化”需求导向下的易班建设管理模式探究》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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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新媒体技术搭建家庭网络，新的试用和学生的思

想和新的方法，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易班“校本化”具有广泛的意义，但它

所面临的困难也严重影响易班“以学校为本”的建设。校本化建设管理的模式应加

强建设的影响，建立良好宣传模式，加强内容的建设。

张力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研究》中（2017），以易班为研究主

体，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相结合，描述易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时代背

景、实践基础、特征理念与建设效果，对易班的教育教学和生活服务与文化娱乐的

公益性文化，建立属于学生的娱乐内容、互动式培训，使自然哲学和政治阶级的政

治意识的形态，互联网的相关理论的连接，以及全面的推广方式，加强互联网的管

理，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建立以大学实证为主要分析。

张亿在《网络平台下高校创新性班级管理模式研究—以“易班”网络平台为

例》一文中，指出易班是在上海各大高校中广泛应用的以“班级”为基本组织单

位，充分利用新生的主题、投票和网络专辑以及照片专辑等主题，组织相关的网络

活动，进行课程竞争，是学生们更容易动弹的因素。易班评价应该做到数量指标与

质量指标和综合指标与个别指标相结合。

陈巍巍在《易班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研究》指出，易班作为网上信息

交流的平台，让老师们集中在网络上来教育学生，用新的方法教学。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对于大学生管理中具有实质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高等教育与管

理对现有的困境做主动应对，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教育意

义。

还有许多学者依据高校，比如陕西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等易班

平台使用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李红坦，李媛媛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中西部高

校易班使用分析，以陕西科技大学为例中提及的“合力育人”工程，还有吴昊、黄

禹鑫在以重庆大学易班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创建易班现

代化信息平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依

据。

综合以上学者对易班的研究成果，易班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

学者加入到易班的研究中来。目前，易班仍处于不断探索发展的时期，众多学者在

易班相关研究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地方的不足，是由于易班成立时

间比较晚，相关研究文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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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ECI的相关综述

2.2.1 SECI中的四种知识转化方式

第一阶段 S 方法为潜移默化，它是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学生之间

通过易班“精品课程”分享交流学习的经验、诀窍、行为模式等隐性知识。在此过

程中，学生通过易班平台，不断观察与模仿、亲身实践的方式不断的获取和积累隐

性知识。经过观察与发现，获得个人经验与心得，使自己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第二阶段 E 方法为外部明示，它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通过学生

隐喻和类比的一些方法，用简洁的语言清楚的表达隐性知识。比方说，把学生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培训，通过易班“优课”轻应用，用语言、文字、图片的方式来

表达知识，易班“优课”轻应用的情境式、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来进行

传授相关知识，以促进学生群体的内部不断进行频繁讨论，这样会扩大学习的自主

性。

第三阶段 C 方法为汇总组合，它是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通过不断

分析和分类的方式对显性的知识进行组合化、系统化，并会产生新的显性知识。学

生通过易班的“能力测评”轻应用进行交流合作，不断的获取教育教学的其他新知

识，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加工，让个体的显性知识转变为班级的显性知识，通过在班

级中形成新知识系统与结构，以文档和数据库的形式呈现，在班级中使用。为更好

的加强学生与学生间的相互合作交流，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搭建信息发布和讨论的

知识平台，可以通过实时虚拟的学习平台，让学习变得更加的便利和高效，也能够

加快知识的更新速度，全面提升知识的转化质量。

第四阶段 I方法为内部升华，它是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学生可以通

过不断的领悟与亲身经历的手段，将显性转化为隐性的知识，这一过程必须要将显

性的知识具体化到实践与行动中去。在易班“题库”应用中的不断练习和边学边

做，会将显性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感想与心得，以提高自身的技能。运用所学的知

识进行创新和创业，把所学的知识理论真正的内化到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实践的工作

能力中去。

2.2.2 SECI相关研究

SECI知识创造模型认为创造知识的基本模式为共同化、表出化和联结化三种。

大量相关研究根据时代背景，利用 SECI对高职学生隐性知识的过程进行分析。

向慧萍在《基于 SECI 模型下高校班级建设的应用研究》一文的研究中指出：

SECI是实现个体与组织知识价值的交互提升的一个过程，实现组织与个人和班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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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交换的性质和整合的组织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知识价值的互动增值的过程与

SECI模型有一些共同之处。

汪全莉，王嘉在《我国高校MOOC平台知识转化功能完善——基于知识管理的

SECI模型》中过理论移植，模型设计，网络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介绍了用于分析

大学 MOOC 平台知识转移的过程，要求和现状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转化过程的

SECI 模型。大学 MOOC 平台学习更深层次的沟通缺乏知识的获取，以及缺乏记录

学习路径，其根据游戏的概念，有礼貌的请求，人性化设计的能力，三维设计，共

享访问系统，快速查询地点与提出了一种三维体。完整的解决方案，如在线笔记

等。

米波在《基于 SECI模式的产学研用协同培养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研究》中，以重

庆交通大学某产学研用合作项目为背景,将 SECI知识创新模式用于实践,以探索协同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在该模式下，进行协同创新培养不仅有利

于知识创造的良性循环，更能够深刻的影响学习环境和创新方式的改变,进而全面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并为高校教育的文化变革带来更加广阔的新思路。

刘霞在《基于 SECI模型的高职教育实训教学体系建设探究》中，产业转型升级

的背景之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职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慎思的问题。实训

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决定着所培养人才的"可用性"。本文基于野

中郁次郎(Nonaka)和竹内弘高(Takeuchi)提出的知识转化 SECI 模型,从知识转化与创

造的四个环节探索高职教育实训教学体系的构建,并以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

教学体系建设为例，加以阐释和论证,对高职教育实训教学的研究与发展有所助益。

侯丽，丁勇在《卫生职业学校基于 SECI模型实践教学模式初探》中，在卫生职

业学校的实践教学中,通过运用 SECI 模型的不同模式来加速知识转化，在社会化阶

段提倡的"走动观察"中；在外显化的阶段促进"表达对话"；在这融合化阶段的改进收

集与整理知识的方式；在内隐化阶段的强调实践与心得体会。

王蕾在《SECI模型对大学生知识创新及知识内化的影响与启示》中，大学生的

知识内化能力是其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而 SECI 模型中的知识转化过程

对大学生知识的创新和内化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通过个人知识管理，学生的表现

在 SECI模型的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创新的个人知识之间的关系，比作学习环境的举

措，创造知识和工艺知识的抽象体，具有智力上的重要性，相应的提出了大学生知

识内化的方法。

杨建锋，朱海阳，吴昊，高垣，宁玉文在《基于 SECI模型的本科教育信息资源

共享平台设计——以陕西省本科教学网为例》中，指出高校扩招后带来了教育信息

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文章在分析陕西省本科教育信息资源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按照 SECI模型的知识转化思想,设计了教育信息资源共享的六要素模型,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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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本科教学网的设计,介绍了本科教学资源共享的内容和运行管理机制,最后指出

了资源共享面临的新挑战。

夏天在《隐性知识管理与高职学生职业发展——基于 SECI模型》中，指出高职

学生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后职业阶段"发展动力不足、职业倦怠周期短、"感性

成长"无法驱动"理性成长"的典型性问题。这既不利于高职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

现,也对高职院校吸引优质生源不利，特别是本科院校的竞争优势的形成。

任成斗在《基于 SECI模型的网络非正式学习模式研究》中，指出知识的管理是

通过理解和聚焦与系统性的管理，明确、有意的构建应用知识，就是管理有效知识

的一个过程。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的 SECI是知识管理在组织内持续创造新知识和

广泛的传播这种途径与方式，并将迅速的将体现在新产品的服务上和新技术的过程

中去。

姚志毅在《基于模型的企业内训结构体系设计—以某公司内训设计为例》一文

中，将对这四个过程详细的对论述列举相应的例子，（其文中的群化、外化、融

合、内化一一对应本文中的潜移默化、外部明示、汇总组合、内部升华）。群化可

以传递企业内很多与“态度”、“价值观”、“文化”相关的知识，而“外化”方式是目前最

广泛的学习方式，则帮助企业丰富“知识库”，“案例分析法”也是“外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融合”主要有课程培训班、主体研讨会。

陈秋在《基于模型的精品课程资源转化分析与设计的研究》中对于四个场对不

同功能进行详细论述（其文中的原市场、对话场、系统场、练习场一一对应本文中

的潜移默化、外部明示、汇总组合、内部升华）。原始场的资源共享强调借助网络

平台来营造一个共享信息、资源和知识的环境氛围，对话场的对话交流亦指目前流

行的网络实时或非实时的交流方式，系统场的资源整合通过网络虚拟世界的网络场

利用现有的显性资源的组织资源，练习场旳协作创作强调用信息技术使学生能够将

课程学习的经验与实践相结合。

凌宏发、杨阳、解志韬在《基于 SECI 模型的高校智库知识管理问题分析及路

径选择》中，从 SECI 的四个方面出发，分析知识管理中的各阶段高校智库存在问

题。在共同化阶段，目前的高校智库组织相对保守，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比较少，封

闭的活动半径共享少；智库知识状态仍然停留在抽象、无序的混杂知识阶段，知识

表示不足；在连结化阶段，智库内部人员结构缺乏稳定，固定人手的不足，将显性

知识进行无法进行持续地整合；在内在化阶段，智库研究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知

识与实践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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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态度与实际行为的相关研究

2.3.1学习态度的概念

学习态度是指学生在其学习的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一种心理倾

向。在社会心理学中，将学习态度进行了 A、B、C三维结构的理论分析,学习态度由

学习者的认知水平、情绪状态和行为倾向三个部分来组成。

认知水平是指对信息处理的能力。主要反映学习者对学习对象的价值判断，包

括专注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观察力、记忆力、理解能力、知觉、感觉、和语

言等。

情绪状态是指学习者争对学习的对象表现出来的情绪反映,比如喜爱、肯定、积

极、满意等一些情绪，学生在学习的活动中，所产生的情绪状态。情绪状态是指心

理活动中活跃和比较核心的那部分，人们一旦对某种事物产生积极的情绪的一种状

态，会影响其行为的。

行为倾向是指学习态度的外显形式，总体表现为一定的行为手段,而这种行为的

倾向受认知水平和情绪体验的直接影响，又是认知与情感的外在体现，使其它的主

观能动性发生改变，采用主动参加活动与培训,主动学习等多种方式体现。

2.3.2 学习态度的相关研究

周娇在《中学生英语学习态度情感教育研究》中调查分析了学生英语学习态

度、焦虑情绪及学习水平之间的相关关联，积极的学习态度相比而言更加稳定。此

外，在学习水平上衡量的考试成绩显然对学习态度和考试成绩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

响。

胡晓艳、周兢、金立贤在《早期儿童英语学习态度及倾向的隐喻认知研究 》中

指出语言学习态度为学习者为达到目标而表现出来的持续性 (persistence)，对目标语

言学习的肯定和否定的情感程度进行一定的反应。

李宛龄在《初中生的自我认知与学习态度调查分析》中初中生的自我认知度比

较低，而在学习态度上存在一定的“高认知”和“低行动”的差异。因此，初中生

应该要不断的肯定自我、反省自己、树立自信心，从而不断提高对自我的认知度，

改善其学习态度。

陈汉辉、武佩剑、杨栋在《“态度决定一切”合理吗？——基于学习态度、行

为及效果的实证分析》通过实证检验“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学习效果”关系模

型，其研究的成果显示：一式学习态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学习行为；二式学习态度和

学习行为对学习效果的一个效果，这五个维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三是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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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之间充当着不完全的一个中介效应，“态度决定一切”合理

性是存在的。

陈雪珠在《加强数学教学培养学生积极情感与态度探研》一文的研究中指出：

情感和态度，是学科知识培养重要的基础，因此再具体的教学工作，要着重对学生

进行积极态度和情感的培养，促进学生树立自信心，以更为积极的态度融入到教学

工作当中去。

王云霞在《态度的形成机理及人格塑造》中从态度的意义、机理以及塑造的角

度出发，通过对态度这一概念科学的理解，结合实践的探讨，本着人本的思想、科

学的理念，探索其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如何让态度的形成更加科学化、人性化，

从而达成积极态度的培养目标。

除了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之外，以社会普适性为特征，外部情境因素同样会对

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例如，有研究以垃圾分类和购买可持续消费

品作为行为变量，发现时间限制（个体对于是否有时间去实施行为的感知与判

断）、便利条件（个体对于是否方便去实施行为的感知与判断）等因素会调节态度

与行为之间的关系（Ajzen，1991）。还有研究发现，当外界提供给个体足够的认知

资源与监管资源（如：情绪抑制）时，外显态度与行为的相关性的提升，反之，内

隐态度与行为的相关性的提升（2008）可见，态度与行为的相关影响中，外部特征

对其起到调节作用。

Krench D.& R.S.Crutchfield1 提出态度是一种持久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人

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的某些方面的知觉、动机、情感及过程。

Allport 提出态度是一种神经准备状态，通过较有经验的组织对个人及所有与此

相关的情景及对象的反应所发挥或者施加的直接或者有力的影响。

黄慧煌在《基于易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与

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易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进行全面解析。从这个易班平台的

自身功能完善和教育主体水平的提高来看，介绍易班在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中的具体

应用。突出易班促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试用和学生新的思想，新的方法，

可以让学生转变抵触的态度，更好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以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水平。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态度的界定和构成问题虽未得到一个为大家公认且都能接受

的看法，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态度是一种包括认知水平、情绪状态、行为倾向要

素的个人的内在的具有稳定性的状态。而在本研究中，关于学生的态度即易班平台

SECI对学生态度的影响，进而使学生的行为能发生实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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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上述原理的基础上，研究将学习态度界定为学习者的认知水平、情绪状

态和行为倾向三部分。以学习态度为中间枢纽，并结合 S潜移默化、E外部明示、C

汇总组合、I内部升华用以探究对学生实际行为产生的影响。

2.3.3 实际行为的概念

实际行为是指，人们有目的一切活动，它是一系列比较简单的动作所构成的，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所表现出来一切动作都称为人的行为。实际行为不仅仅是由人

的动机所决定的，同时也包含着对态度的意向成分，态度意向成分决定了一个人对

态度对象的行为的倾向，对行为所起着准备的一个作用。态度与行为，虽然不是一

对一的关系，但是态度对行为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定作用。行为发生了改变，

还要受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习惯是很多种行为的一个结果。行为一词在《现代汉语

词典》里所解释为：受思想的一个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行为是

人类在日常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动作的一切总称。行为科学指出了，社会中的行

为，是人们按照了一定的规则，在主观的意识下人们对客观活动的结果。行为在某

种程度上所受到了私理的支配，同样的必理活动也是通过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所以

说，必理和行为也是辩证统一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日常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活动

的总称。而在本研究中，关于学生的行为即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影

响，希望根据易班平台 SECI方法，使学生的行为能发生实际的变化。

2.3.4 实际行为的相关研究

在社会的心理学领域，计划的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 TPB)则

企图是通过权衡的行为潜在决定因素，主要包括了态度、主观的规范、感知行为的

控制来预测并且理解人的行为。TPB用三个阶段来表示分析行为的一个形成过程：

(1)行为取决于一个人的行为意图;（2)行为的意图取决于对行为的一个态度、行为主

观规范和认知的行为控制的这三个因素；(3)行为的态度、行为主观规范与认知行为

控制都取决于人口的特征、个人的特性、对事物的一个信念、对事物的一个态度、

工作的特性、环境等外部的因素。TPB 的理论最早由 Ajzen 所提出，后经不断的完

善，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心理学和其他的研究领域。

尽管多数的研究都支持了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但行为意向

都始终不同于直接行为。研究者们于是纷纷对行为意向进行细化，认为准确的实施

了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比笼统的一个行为意向更加能预测实际行为。实施意

向是指：个体对执行了某个行为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方式等的操作化意向。例如，

Ajzen (2009)等学者请了三组实验的对象参加了一份邮寄式的问卷的调查。精确的实

施了意向组被要求标明的回邮精确的日期和投放的地点，一般实施意向组都会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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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注明了回邮的大概时间和投放的地点，控制组则仅仅只要求其完成并且寄回问

卷。结果，精确实施意向与一般的实施意向组的实际回邮行为明显显著高于控制

组，但二者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这就表明，实施意向的有和没有都影响

实际行为，而实施意向的程度则并没有差别(Ajzen, Czasch & Flood, 2009)。

实行意图分为两种对实际行为的主要解释机制。有意体现意图的要求是要求明

确指针，形成体现意图的过程也很实用。执行过程是增加行为体现的主导作用，帮

助行动的实际实行，第二个说明是形成体现意图的过程，是提高目标行动的长期有

用性的过程。体现意图将行动分解为多个特定阶段及特定情况，增加行动的信号。

根据情况出现的线索，很容易实现单一体现意图的评价，因此在特定动作体现之前

受到刺激，但是相反，如果没有具体的意图的话，人们可以充分积累使用的线索。

可以诱发实际行动。

计划行为理论最早的实际运用，主要体现在对消费者的行为的方面研究，利用

了计划行为对消费者的主观的意愿，行为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例如：

利用研究中计划的行动理论，王岱利用消费者信用卡的愿望分析了结构方程，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消费者信用卡使用行为因素，两个因素，态度和行为控

制，对消费者信用卡使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结构均衡理论可以最终得到验证：计

划行为理论向消费者解释它可以接近实际消费。这就是计划行为理论表明在解释这

个人的理性行为方面时具有正影响。

张辉等人在研究中，分别以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通过结构方

程验证的方式得出结论：计划行为理论可以更为贴近实际的对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进

行解释，由此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具有极好的对个体理性的行为解释的作用。

持续成熟的计划行为理论和完成也拓宽了规划行为的理论领域。近年来将计划

行为的理论应用在了创新行为具有令人惊讶的一个结果。

付庆凤在研究中，将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基础，对影响创新行为的主要

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得出结论：主观态度，自我效能感和创新的员工和创新

意识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在研究中，张毅还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分析影响员工

创新意愿的因素，并证明计划行为理论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解释价值。

莫丽娜在《基于“易班”平台的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以广西

柳州市属高职院校为例》指出易班管理中的用户群建设、主题特点、服务粘性延伸

和硬件基础等，可以使学生接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更加广泛，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的积极性，促使学生的实际发生改变。

徐攀在《借助易班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阐述了基本的途径“教育

者提高自身运用易班的技能易于使用，易于使用深入的功能，主要原因是缺少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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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并指出“隐形的教育课程”，线上和线下的结合更容易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接

受度，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更加容易展开，让学生学会自主的学习。

钱源源在《员工忠诚、角色外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一个跨层次

的分析》中，以中国文化作为基点，分析了员工对组织、主管、团队、职业等不同

对象的情感性忠诚、持续性忠诚和规范性忠诚在影响员工帮助和建言两类角色外行

为过程中的作用方向、作用大小和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模式，并指出管理者应注

意区分员工忠诚的不同动机基，平衡内、外源激励，增加员工的忠诚度，使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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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3.1 研究方法

3.1.1 文献法

文献法也称之为历史文献法，也就是搜集与分析研究的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的

一个资料，从中选取一些信息，以达到某种程度调查和研究目的方法。它所需要解

决的事是如何在文献群中选取一些比较适用于本研究的一些相关资料，并对这些相

关资料做出适当的一个分析与使用。

本文通过对学校图书馆中文献、期刊及杂志中关于易班平台的实际内容进行查

阅，并且通过在著名学术网站、中国知网等互联网资料库中对相关内容的搜集、阅

读，将对于本文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从而对本研究的完成提供参考依

据。

3.1.2 问卷法

问卷法也统称为“书面调查法”，或称之为“填表法”。用书面的形式简洁的

收集和研究材料的一种调查的手段。通过向调查者发出了简明扼要的问卷表，请示

填写有关于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来间接的获得材料和信息的一种方法。它的优点

则是方便了使用，省事，花钱少；由于可以不署名，在某些情况下结论是比较客观

的，能收集大量的一些样本信息的资料，更方便于资料的一个整理与归类，能做定

量的做统计与处理，使得调查的结果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是以中国的 TR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

发放问卷，预计共发放问卷 520 份，从发放到回收预计花费一至两周，同时，对回

收的问卷进行归类整理。问卷反馈后，对答案及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 SPSS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将整理出来的数据结合研究需要，希望能够证明预先提出的假设。

3.2 研究框架

以前期查阅的文献为基础，在本章节中会对全文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明确个

体之间的差异，以确保结果真实可靠。以此为基础，对本文的原有假设进行说明，

建立相应的模型，用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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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研究框架

3.3 研究设计与假设

以前期查阅的文献为基础，在本章节中会对全文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并会对

各个变量之前进行区分，明确个体之间的差异，以确保结果的真实可靠。为此为基

础，对本文的原有假设进行说明，用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示。

3.3.1 研究设计

在进行文章查阅的基础上，笔者发现，目前已经有诸多研究者将视线聚焦于易

班平台。有的是研究易班平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有的是从易班平台不同的

维度进行研究。

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学生态度的影响在尹惠敏、李萌和周君威的《基于 SECI

模式的易班平台管理研究》一文中也有所体现。该采用 SECI作为一盘平台管理研究

的理论指南，并通过对知识螺旋和上升模式四个步骤的讨论和分析提出了相关模

式。从理论方面指出 SECI的易班平台管理有助于激发学生信心，提高学生思维。张

研究背景

文献综述

研究框架

易班平台方法 学习态度 实际行为

数据分析

假设验证

总结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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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在《基于 SECI 模型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研究》中也系统地分析了 SECI支持的

学习态度的模型。目前研究中关于网络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内容方法

论，有形式目的论，也有途径本质论等等。梁正科（2015）在《基于易班平台的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提出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影响人们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相应地，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易班平台管理（基于

SECI模型）对人们的心理倾向即态度产生影响。杨潇在《高校易班管理——以上海

部分高校为例》中指出，以积极灌输为前提相互交流的易班管理方式，可以帮助学

生建立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由此可见，虽然各个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

研究角度呈现出较大差异，但其最终目的均是为了提升易班平台为大学生建立良好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王晓英在《当代大学生学习态度的研究》中指出，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学习行

为，学习态度的正确与否不仅仅会对学生的一个学习效果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还会

影响学生的一个学习能力和综合的素质。

在本论文中，主要集中讨论了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生实际行为产生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将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的过程。第二阶段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

化的过程。第三阶段是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第四阶段是显性知识向隐

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在这四种知识转化过程中，通过不断分析和分类的方式对知识

进行组合化、系统化，并会产生新的显性知识，学生通过不断的领悟与亲身经历的

手段，这一过程需要将隐性知识和显性的知识具体化到实践与行动中去。因此会将

易班平台 SECI方法作为自变量，学习态度作为中介变量，实际行为作为因变量来展

开研究。

3.3.2 假设提出

本研究将易班平台 SECI方法作为影响因素，用以探究其会对实际行为产生何种

影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将学习态度设立为中介，以确保该方案切实

可行。

3.3.3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易班平台通过主要模块和功能，其中最为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功能就是学习功

能，将 SECI方法运用到易班平台中去，使学生可以自主的安排好学习进度、学习的

重点以及学习的时间等，通过相应的程序设置，将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心里面的内容

充实到易班建设模块中去，通过教学的资源在教育的主客体间的一个双向整和平等

交流与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的一个学习主体意识。学生之间通

过易班平台“精品课程”分享交流学习的经验、诀窍、行为模式等，在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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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可以通过在易班 APP平台上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这些方式来不断获

取、不断积累和不断传递隐性的知识，经过观察后发现，得出一个经验心得，学习

潜能得到了开发，学习能力得到了提升，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易班“优

课”功能的应用是启发式、情境式、交互式、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这些教学的方

法来传授知识，促进了学生群体内部的频繁讨论，扩大了学习的自主性，改变学生

的学习态度。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3.3.4 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的影响

对于王晗、廖明希在《学校德育中的学生积极生活态度培养--基于心理健康教育

视角》一文的研究中，借鉴《新华词典》中对态度的解释，对态度的定义进行了界

定，他在研究中指出：态度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举

止和神情。第二层含义是指，个体在面对具体事物时的表现出来的看法和行动。一

般情况下，对于第二层含义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较为广泛，因此态度衍生为人类对待

具体事物的态度以及所采用的具体行为。

学习态度是构成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的精神部分，学生在校以学习为主要目

的，其学习态度是对其学习行为以及在校的其他活动产生影响。张凡在《大学生学

习态度对学习效果影响研究》中所指出，学习态度是能够影响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之一，也是学生对待学校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的一个主观反映。各高校应该把如何

能促进学生的学习、端正了学生的一个学习态度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一个战略地位

上，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教育与教学改革制度。

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下假设：

H2：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3.3.5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的影响

易班平台通过主要模块和功能，其中最为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功能就是学习功

能，将 SECI方法运用到易班平台中去，使学生可以自主的安排好学习进度、学习的

重点以及学习的时间等，通过相应的程序设置，将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心里面的内容

充实到易班建设模块中去，通过教学的资源在教育的主客体间的一个双向整和平等

交流与互动，改变学生的实际行为，提升了学生的一个学习主体意识。学生之间通

过易班平台“精品课程”分享交流学习的经验、诀窍、行为模式等，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可以通过在易班 APP平台上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这些方式来不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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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断积累和不断传递隐性的知识，经过观察后发现，得出一个经验心得，学习

潜能得到了开发，学习能力得到了提升。

因此，本文将以当前现状为基础，将其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划为 S 方法、E 方

法、C 方法、I 方法。又由于 H1、H2 中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学习态度具有影响，

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具有影响，那么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也存在影响。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a：S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b：E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c：C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d：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3.3.6 学习态度的中介作用

学生实际行为产生的变化并非都会出现于受到 SECI方法的影响，只有学生的学

习态度产生了改变其行为才相应的发生变化。

Fishbein 和 Ajzen （1991）在提出计划行为理论（TPB）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人

的态度是其行为意愿的一个由来，也是使其行为能够产生的直接的主要因素之一。

SECI 会影响接收者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并且对实际行为产生影响。在莫丽娜

（2018）的研究中，易班平台作为第二课堂充实教学手段、扩宽其考核方式，对高

等职员学校的第一课堂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易班平台对高校发挥管理和服务

育人起到辅助的功能。任成斗（2015）在对网络非正式学习的研究中也指出，网络

非正式学习的便捷性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积极性，通过场控制模式帮助学习者建立起

学习目标，而学习的结果又会反馈到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中去。

因此，根据此前的研究结论和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H4：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实际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3.3.7 本研究理论假设

表 3.1 本研究理论假设一览表

假设 内 容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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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本研究理论假设一览表

H1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尹惠敏、李萌和周君威《基于

SECI模式的易班平台管理研

究》、张思明《基于 SECI 模

型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研

究》、梁正科《基于易班平台

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杨潇《高校易班管理—
—以上海部分高校为例》、冯

永泰、王钊、陈曦《高校易班

与教学的良性互动》王晗、廖

明希《学校德育中的学生积极

生活态度培养--基于心理健康

教育视角》、张凡《大学生学

习态度对学习效果影响研

究》、王晓英《当代大学生学

习态度的研究》莫丽娜《基于

“易班”平台高职的学生思想与

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研究》、任

成斗《基于 SECI模型的网络

非正式学习模式研究》

H2 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a S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b E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c C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d 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4 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实际行为中起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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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据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的内容为研究方案，首先解释并探讨了问卷中出现的变量，从而

根据变量的特性制作出适合的问卷。此外，通过小型问卷调查测试，本文对获得的

问卷结果进行了系统性地分析和研究，从而对问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修改以

提升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一个问卷调查，并且收回问卷以方便分

析。

4.1 问卷设计

这次的问卷调查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主要针对问卷的内容做出解释和

介绍， 此外，强调安全性和科学性以便被调查者安心答题；其二，则针对变量，例

如：易班平台 SECI、学习态度、实际行为等通过李克特量表展开测定（1 表示完全

不同意， 5 表示完全同意）。

下述两个方面用来提高问卷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1）通过诸多相关文献并借鉴实证研究论文里的设计问卷的方式，开拓思维空

间，扩展调查面。

（2）大面积发放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

4.2 描述性分析

由于本研究主要针对 TR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主要采取微信、QQ 发放和回收

问卷。在网页上注册问卷星，利用软件进行发放。所有问卷的回收率比较高，一共

发放了 520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520份，回收率达 100%。在对问卷进行归纳

之后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得到了大量的有效数据，并在此前提下借助于 SPSS 软件

开展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4.2.1 基本信息

以研究开展的方向，主题以及问卷为前提，对调查的范围进行确认之后，利用

网络问卷对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在大学生学习态度和实际行为这一主题中进行了调

查。但是，需要对被接受调查者人群进行一定的简单介绍和说明，主要利用网络的

方式使他们对调查的内容、意义、目的、注意事项、背景等进行一定的了解，具备

一定的认知，因而可以提高问卷调查结果的合理性、科学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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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表

基本信息 信息分类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273 52.5

女 247 47.5

年级

大一 289 55.58

大二 156 30

大三 75 14.42

是否了解易班

非常了解 253 48.65

了解 210 40.38

一般 57 10.96

是否喜欢使用易班

很喜欢，乐意使用 289 55.58

喜欢，使用一般 212 40.77

不喜欢，但不抵触 19 3.65

本次问卷总共发送份数为 520 份，最终回收 520 份。根据数据统计，本次调查

520 份问卷中，男性比例为 52.5%，而女性比例为 47.5%。因本研究针对 TR 高等专

科学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其所在年级也有所不同。其中大一人数占比

55.58%，大二占比 30%，大三占比 14.42%。在校大学生各年级覆盖率比较全面，

有利于进行接下来的数据分析。非常了解易班平台的人数占比 48.65%，了解占比

40.38%，一般占比 10.96。很喜欢，乐意使用占比 55.58%，喜欢，使用一般占比

40.77，不喜欢，但不抵触占比 3.65%。在对是否喜欢使用易班 APP的调查中，排除

了不了解和不使用易班 APP 的在校大学生，使用本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都是对易班

APP有所了解，有利于对接下来的数据进行分析。

4.2.2 频数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对回收的问卷所提供进行描述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 4.2描述统

计。



24

表 4.2 描述性统计表

题项 平均值 标准差

易班“易学习”经验的分享，使我学习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 1.863 0.897

我喜欢老师对易班“精品课程”的讲解，能提高我学习的理解能力。 1.948 0.83

通过学习易班“优课”对课程知识的推荐，让我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提升。 1.965 0.846

通过学习易班“金榜有你”的情景式体验，让我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 1.931 0.875

易班对教育教学资料的整合，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 1.892 0.869

易班全面的“数据信息”分析，提高了我的思维能力。 1.979 0.85

易班“题库”中的选题练习，提升了我的观察能力。 1.902 0.853

易班“题库”分类练习题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 1.963 0.849

使用易班“精品课程”学习，增强了我的学习幸福感。 1.898 0.842

通过对易班“易喵喵”平台的亲身体验，让我感到很兴奋。 1.933 0.87

易班“优课”的学习方式使我感到快乐。 1.9 0.866

易班“全员挑战”主体情景模式体验，提高了我对学习的热情。 1.971 0.865

易班“金榜有你”的情景式体验模式，让我感到学习很快乐。 1.91 0.857

易班对教育教学资料的整合，提高了我对学习的热情。 1.929 0.842

我喜欢在易班“题库”应用中不断获取新知识，能让我在学习中感到非常轻松

愉悦。
1.898 0.853

同学对易班的经验分享，让我也有了分享的冲动 1.925 0.856

“易培训”推送的培训会，让我愿意主动去了解更多的培训知识。 1.879 0.864

易班“能力测评”的讨论方式，提高了我对学习的兴趣度。 1.956 0.828

使用易班“能力测评”实时虚拟学习平台，让我的学习更加主动了。 1.894 0.841

“优课”推出的有趣课程，提升了我学习的积极性 1.965 0.846

易班“精品课程”的学习氛围，提高了我对精品课程学习的热情。 1.9 0.859

在易班“题库”应用中边学边做的模式，促进了我对学习的热爱。 1.937 0.834

易班“题库”应用中不断获取新知识，提升了我主动学习的能力。 1.879 0.839

在易班“题库”学习中的总结，促使了我的学习方式得到了改变。 1.946 0.819

观察能力方面认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我学习的积极性。 1.85 0.812

思维能力方面认知水平的提高，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使成绩得到了提升。 1.89 0.822

好的情绪状态，使我乐于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 1.819 0.801

好的情绪状态，使我乐于去学习。 1.885 0.796

积极的行为倾向，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加主动了。 1.817 0.811

积极的行为倾向，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学习成绩得到了提升。 1.9 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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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卷总共发送份数为 52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20份，最大值为 5，最小

值为 1。在问卷中所设定的是 5表示非常同意，4同意，3中立，2不同意，1非常不

同意。所以从均值来说，均值越趋近于 1 说明这个选项对答题人的影响越大。从表

4.2描述性统计表所呈现的结果来看，所有显变量的均值小于 2。

4.3 信度和效度的分析

4.3.1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主要指的是测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一致性。大部分情

况下都是利用了内部一致性的标准对测验的信度进行评估，二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

系。测验中出现的系统误差是必然的和无法避免的，其基本不影响信度，且不影响

测量值，所以，结论具有普遍性。但是随机误差则是会对信度产生不利影响，会较

大程度的使结果存在不一致性，因此使得信度得以下降。

通常情况下，如果测量题项所得到的内部一致性的系数比 0.8 要高，则说明了

信度高；如果此值它介于 0.7~0.8 之间；那么则说明了信度较好；如果此值介于

0.6~0.7；则说明了信度是可接受;如果此值小于 0.6；则说明了信度不佳，一旦问卷

题项数比 6 小， 但是内部一致性系数比 0.6 高，此时的量表仍然可信。在上述论

述的前提下，本文 SECI 对学习态度和实际行为的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见表

4.3。

表 4.3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易班平台 SECI方法 .959 12

学习态度 .961 12

实际行为 .934 6

由表中数据可知该问卷易班平台 SECI方法、学习态度、实际行为量表的信度系

数分别为 0.959、0.961、0.934，信度系数都在 0.9 以上，综合来看该问卷的信度良

好。

4.3.2 效度分析

问卷的信度达到标准的前提下需要对其有效性进行分析和确认，本文需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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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平台 SECI方法、学习态度和实际行为相关数据进行效度分析。该分析获得数据

能够科学地确认问卷是否具有有效性并能够得出有效的程度。本文的易班平台 SECI

方法综合了多方面的优势，弥补了诸多不足，所以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内容效度较

好。本研究在效度的分析，借助于 SPSS 对得到的大量数据开展系统科学地分析与

研究，主要是 Bartlett’s 球形检验与 KMO 检验。前者针对的是独立性问题，如果数

据得到的参数值 Sig<l%，就可以认为是达到了标准，后者则存在五个结果，是：不

适合（＜0.5）、勉强适合（0.6-0.5）、合适（0.7-0.8）、很合适（0.8-0.9）、非常合

适（＞0.9）。由表 4.4可知。

表 4.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986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516.315

df 435

Sig. .000

由表 4.4 的数据可以知道，问卷的 KMO 值为 0.986，并且通过它了显著性水平

为 0.05的巴特利球型的检验（sig<0.05），说明了问卷调查的这些数据效度良好。

4.4 相关性分析

对于量表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本文检验之时使用了相关分析法里的相关系数

法。相关性分析并非是因果分析，进行相关性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明确变量间

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属于何种相关关系，相关程度到底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使用

相关系数来评估参数大小，系数的数值高低能够表示变量的相关关系的程度如何。

通常情况下，相关关系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 相关关系值在-1 和 1 之间。0.70-0.99

称为高度相关，0.40-0.69 称为中度相关，0.10-0.39 称为低度相关，0.10以下称为不

相关。本文通过测验 SECI、学习态度、实际行为三个影响因素的相关性以及程度，

对本文所做出的论题和思路进行科学性与合理度的初判。得到的数据由表 4.5可知。

表 4.5 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学习态度、实际行为相关性

易班平台

SECI方法
S方法 E方法 C方法 I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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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学习态度、实际行为相关性

学习态

度

Pearson 相关性 .959 .897 .908 .926 .918

显著性（双

侧）
.000 .000 .000 .000 .000

N 520 520 520 520 520

实际行

为

Pearson 相关性 .920 .872 .869 .873 .887

显著性（双

侧）
.000 .000 .000 .000 .000

N 520 520 520 520 520

由表 4.5可知，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学习态度、实际行为之间的显著性的值均

小于 0.05，并且 Pearson 相关性的系数均大于 0，则表明了在 0.05 的显著性的水平

下，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学习态度、实际行为三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采用了双变量间的 pearson相关的分析法，分析了学习态度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一

个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6所示。

表 4.6 学习态度与实际行为相关性

学习态度 实际行为

学习态度

Pearson 相关性 1 .915

显著性（双侧） .000

N 520 520

由表 4.6 可知，学习态度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显著性的值均小于 0.05，且 Pearson

相关性的系数均大于 0，表明了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学习态度与实际行为两

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就得到的结果来看，本文所需探讨的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相互间都呈

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1)自变量里，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各自都和因变量即实际行为表现为一定相关

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得到了初步检验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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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中介变量学习态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也初步确认了本文

的研究。

因此，变量间相关关系得到了确认，那么便能够开展回归分析工作。

4.5 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描述分析项之间是否有关系,回归分析是研究影响关系情况的,回归分析

实质上是研究 X(自变量,通常为量数据)对 Y(因变量,定量数据)的影响关系的一个情

况,有相关关系但不一定有回归影响的关系。针对回归分析主要分为：首先要 F 检

验，如果 F 值右上角有*号，则说明了回归分析通过了 F 检验，即说明了这个回归

分析是有意义是可以做的。然后通常情况下需要看以下的几个指标：R2 这个值在

0~1 之间，越大则越好，它代表了回归方程模型拟合的一个好坏，如果为 0.5，则说

明了有 50%的点的都掉在了回归方程上面，这个值并没有好坏之分，一般只是希望

它越大越好。同时 VIF 值也代表多重共线性，所有的 VIF 的值均都需要小于 10，

相对严格的一个标准是小于 5。接着分析了具体 X 对 Y 的一个影响关系，首先判

断了有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即 P 值是否小于 0.05， 如果 P <0.05 则说明有影响的

关系，反之则说明并没有影响的关系。在说明已经有影响关系的一个前提下，具体

是正向或者是负向影响的关系，则是通过了“非标准化系数”或者“标准化系数”来进行

判断的，大于 0 则说明它是正向影响，反之则说明它为负向影响。

4.5.1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同理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对学习态度（因变量）与易班平台 SECI 方法（自变

量）之间的关系，确定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和关系模型。

表 4.7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

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 方更

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920 .847 .847 .27384 .847 2868.574 1 518 .000

由表 4.7 可知，决定系数 R 方为 0.847，说明因变量变异的 84.7%可由自变量来

解释，模型拟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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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ANOV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215.112 1 215.112 2868.574 .000

残差 38.844 518 .075

总计 253.956 519

由表 4.8可知，其中 F统计量为 2868.574，P < 0.05，在α=0.05的检验水准下，

通过了显著性为 5%的显著性的检验，可认为所拟合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

的意义。

表 4.9 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24 .035 3.599 .000

易班平台

SECI方法
.906 .017 .920 53.559 .000

由表 4.9 中结果可以看出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应 t 检验的显著性值 sig 小于

0.05，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大于 0，表明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之

下，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可得出假设：

H1：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4.5.2 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的影响

同理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实际行为（因变量）与学习态度（自变量）

之间的关系，确定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一个解释程度和关系模型。



30

表 4.10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

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 方更

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915 .837 .837 .28243 .837 2665.709 1 518 .000

由表 4.10可知，决定系数 R方为 0.837，则说明了因变量变异的 83.7%可由自变

量来解释，模型拟合度良好。

表 4.11 ANOV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212.637 1 212.637 2665.709 .000

残差 41.320 518 .080

总计 253.956 519

由表 4.11 可知，其中 F 统计量为 2665.709，P < 0.05，在α=0.05 的检验水准

下，通过了显著性为 5%的显著性的检验，可认为所拟合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具有统

计学意义。

表 4.12 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20 .036 3.328 .001

学习态度 .902 .017 .915 51.631 .000

由表 4.12中结果可以看出学习态度对应 t检验的显著性值 sig小于 0.05，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大于 0，表明了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习态度对

实际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可以得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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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4.5.3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的影响

（1）从以上相关分析可知，易班平台 SECI 方法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

关关系，现在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实际行为（因变量）与易班平台 SECI 方法（自变

量）之间的关系，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及关系模型。

表 4.13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

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 方更

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959 .920 .920 .20112 .920 5948.392 1 518 .000

由表 4.13 可知，在结果的输出模型汇总的表格中显示了这个模型的拟合情况，

其中的负相关的系数反映了所有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之间的线性的相关程度，其中

值越大则说明线性相关就越密切。决定系数 R方为 0.920，说明因变量变异的 92.0%

是可由自变量用来解释，模型拟合度良好。

表 4.14 ANOV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240.606 1 240.606 5948.392 .000

残差 20.953 518 .040

总计 261.559 519

由表 4.14 可知，在结果输出的方差分析表格中显示了检验回归模型整体意义的

方差分析结果，其中 F 统计量为 5948.392，P < 0.05，在α=0.05 的检验水准下，

通过了显著性为 5%的显著性检验，可认为所拟合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

义。



32

表 4.15 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095 .025 3.733 .000

易班平台

SECI方法
.958 .012 .959 77.126 .000

在结果输出的系数的表格中所给出了回归模型的一个偏回归系数（B）及其标准

误，标准化偏回归的系数，回归系数的检验的 t统计量及其 P值（Sig.）。

由表 4.15 中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应的 t 检验的显著性值

sig 是小于 0.05，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回归系数大于 0，则表明了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存在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2）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实际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接下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实际行为与易班平台 SECI方法的各个分支之间的

具体影响关系，确定各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以及关系的模型。

表 4.16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

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 方更

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921 .849 .848 .27308 .849 722.605 4 515 .000

由表 4.16可知，决定系数 R方为 0.849，说明因变量的变异 84.9%可由自变量用

来解释。

表 4.17 ANOV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215.551 4 53.888 722.605 .000

残差 38.406 51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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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7 ANOVA

总计 253.956 519

由表 4.17可知，其中 F统计量是 722.605，P < 0.05，在α=0.05的检验水准下，

通过了显著性为 5%的显著性的检验，可认为所拟合的多重线性回归的方程具有统计

学的意义。

表 4.18 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

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 误

差
试用版 容差 VIF

1

(常量) .116 .035 3.332 .001

S方法 .212 .039 .230 5.446 .000 .165 6.056

E方法 .168 .040 .183 4.235 .000 .158 6.342

C方法 .214 .039 .229 5.513 .000 .171 5.853

I方法 .315 .041 .327 7.748 .000 .165 6.072

由上表 4.18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的 VIF值都小于 10，表明了自变量之间

是不存在共线性。也可以看出各自变量对应的 t检验的显著性。由表中的结果可以看

出 S方法、E方法、C方法、I方法对应 t检验的显著性值都小于 0.05，通过了 5%的

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都均大于 0，表明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实际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终的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实际行为= 0.116+0.212*S+0.168*E+0.214*C+0.315*I，可以看出 I 方法对实际行

为的影响相对来说最大，E方法对实际行为的影响相对来说最小。

因此，可以得出假设：

H3a：S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b：E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3c：C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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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d：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4.5.4 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实际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以易班平台 SECI方法作为自变量，实际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步骤

1，以易班平台 SECI 方法作为自变量，学习态度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

步骤 2，以易班平台 SECI方法、学习态度为自变量，实际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步骤 3，结果见表 4.19。

表 4.19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和实际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实际行为 学习态度 实际行为

自变量 易班平台 SECI方法 .958** .906** .525**

中介变量 学习态度 .398**

R2 .920 .847 .860

F 5948.392** 2868.574** 1589.046**

注：*p<0.05；**p<0.01；***p<0.001

由表 4.19 可以看出，步骤 1 中，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实际行为的影响显著

（B=0.958，P<0.01），步骤 2 中，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学习态度的影响显著

（B=0.906，P<0.01），步骤 3 中，在步骤 1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学习态度后，易

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仍显著（B=0.525，P<0.01），但易班平台 SECI

方法对实际行为影响的回归系数较步骤 1 明显减少，且学习态度对于实际行为的影

响显著（B=0.860，P<0.01），因此学习态度的中介效应成立，且为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可以得出假设：

H4：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实际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4.5.5 假设的验证

上述的研究验证符合要求和所需，那么下面本文会针对相关假设所得到的结果

开展归纳以及综合分析研究工作。具体结果由表 4.20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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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假设验证结果

研究假设 检验成果

H1：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2：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a：S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b：E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c：C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d：I方法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成立

H4：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实际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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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借助于易班平台 SECI方法以及假设开展

主题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有针对性地研究了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学习态度和

实际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假设都得以支持。通过对结果的讨论，得出以

下几条重要结论：

从研究验证可知，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学习态度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易班平

台 SECI方法的方法得当、质量越高，学生在易班平台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也就越高。

本文认为：中国 TR高等专科学校的易班平台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与学习态度存在

正相关。学习方式的多样化，能够调动在校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从而使大学生实际

行为发生改变，易台平台易班平台 SECI方法采用“精品课程”、“易喵喵”、“金

榜有你”等轻应用的方式进行引导，能够对提升和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知识素养的提高，能够促进学生自觉加入到易班平台中来，

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与看法。

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这表明学生在易班平台的学习态度得到提

升能够改变大学生的学习行为。本文开展和佐证研究的过程中得知，中国高校的易

班平台在大学生面对学习时的学习态度会产生正向影响，也会对这些大学生的实际

行的改变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大学生在接受易班平台 SECI方法的引导之

后会使学习态度得到良好的改善，而通过良好的认知水平、情绪状态、行为倾向不

断提高自我的综合能力的同时，也会开拓他们的眼界和思维，不断进步，不断学

习。同时，多样化获得知识的方法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选择性和自主性，从而使自

己的实际行为发生改变。

学习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与实际行为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认为

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较完善的知识转化过程中能够明显激发学生个人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的参与性，能较快的提升个人的综合学习能力，从而大幅度的

提升个人学习的态度。

5.2 建议

自易班平台运行以来，不少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对易班平台做出了深刻的分

析、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在易班平台下针对学生实际行为的改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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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少，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少。本文通过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总结归纳出易班

平台中存在的问题。

易班平台易班平台 SECI方法要在中国 TR高等专科学校的积极响应中建设与发

展。根据本文应用到的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大学生学习态度的意愿与易班平台 SECI

方法中的课程设计与创新和对易班平台中课程设计的认可度与实际行为呈正相关，

即大学生学习的态度会随着参与易班平台课程的学习经验增多，以及对易班平台的

功能认可度上升而提高。现在来看，中国高校易班平台易班平台 SECI方法研究还较

薄弱，虽然大多数高校都以投入课程学习、成绩查询与学生注册等的方式涉足学习

行为的领域，但是受重面小，能从中收益的学生也少。应开设以易班平台为主媒介

的选修课，在整个学校进行推广，学校还可以在手机移动端的易班 APP上设置相关

课程的学习，这样可以大幅度提升学生在易班平台上的基础学习能力，从而改变对

学习的态度。在易班平台 SECI方法中，教师队伍是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学生认知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组建并培养一支作风形

象优良、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团队极其的关键。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于教师最首要的

要求是需要扎实的知识理论，因此要先对教师团队进行有效的培训，使其对易班平

台管理模式进行充分的了解，提升其在易班 APP中所发布和分享的有关教学课程的

质量。其次是教师队伍的构成，需要因地制宜，即考虑各高校和其所在地的实际情

况，除此之外，可以邀请校内外优秀教师及教学讲师团队作为特邀的易班“精品课

程”讲师，开设公开的论坛、讲座，适时举行易班“名人讲堂”以便学生能进行更

多的学习交流。

（1）高校应在易班平台上建立更多的优质课程。如在校内设立专门的易班课程

活动和创新的学生兴趣课程，根据不同的课程需求设定不同的学习场景，为有需要

的大学生提供可以使用的基础配套设备和学习场所，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通

过易班功能亲自体验、分享与交流。随着易班平台的应用不断完善以及硬件设施的

不断提高，丰富了易班平台的功能与内容，推动易班 APP的发展，同时也让大学生

养成了一个积极的学习态度，运用所学知识，在易班平台中充分发挥个人能力。

（2）提高易班活动的开展频率。定期举行易班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以传播易

班平台 SECI方法的理念，在高校易班界面进行宣传具有学校特色的文化，从而实现

文化育人。学校利用平台开展心理测试、安全教育、管理辅导员队伍等, 从学校层面

加强老师和学生与易班的紧密程度。定期举办易班活动，通过展示易班创意产品和

创新课程的方式，将易班平台上的优秀作品进行推广，营造争先创优的氛围，从而

达到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举办专门的易班教育讲座，

通过易班宣传学校的历史发展，让学生对学校的情况得到更具体的了解。另外，积

极完善各项易班平台比赛、评优评先的规则，以支持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并在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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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营造氛围，譬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奖学金、助学金发放政策等公

进行公布，使其学生产生紧迫感，向自己身边的优秀同学学习。

（3）积极营造易班使用环境。积极向师生宣讲和通过网站宣传易班活动。最初

可以选择利用校内媒体，譬如校园广播站、张贴校园海报、校内学生组织以及校报

等方式进行宣传，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使用氛围。建立各二级学院易班 APP管理机

制，设定专职管理人员，以发布各二级学院活动大赛、教育课程等相关信息，解决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易班平台上创造一个自由和谐的学习环

境，提升个人的学习能力

（4）整合学校资源。学校可以建立一个可供全体学生查询学习的在线资料库，

其中包括学习资源、学生优秀作品、课程资源等，让学生喜欢上易班进行学习，拓

展知识面。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下载资格证考试相关资料，浏览专

业课程视频，或者上传自己的资料进行分享，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学习。易班平台是

在线平台同样是网络社交互动平台，学生可以在线搜索考试资料，与他人共享教学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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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易班平台 SECI对学生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调查问

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本人是泰国正大管理学院的学生，正在进行易班平台 SECI对学生实际行

为的研究，该问卷是一份纯学术性质的研究问卷，主要调查您在易班平台使用过程

中的感受，本调查是一次无记名调查，请你放心填写，答案本身没有对错之分。

感谢您对本次调查的合作与支持！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1. 您的性别:( )

A：男 B：女

您的年级：( )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3.你是否喜欢使用易班？

A：很喜欢，乐意使用 B：喜欢，使用一般 C：不喜欢，但不抵触

4.你是否了解易班平台？

A：非常了解 B：了解 C：一般

第二部分：题项

说明：每一部分陈述有非常同意 5、同意 4、中立 3、不同意 2、非常不同意 1

五种回答。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学习态度的影响 5 4 3 2 1

S方法

1.易班“易学习”经验的分享，使我学习感到很愉

快。

2.易班“精品课程”的学习氛围，提高了我对精品课

程学习的热情。

E方法

1.易班“优课”的学习方式使我感到快乐。

2.易班“全员挑战”主体情景模式体验，提高了我对

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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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方法

1.易班对教育教学资料的整合，提高了我对学习的

热情。

2.易班“能力测评”的讨论方式，提高了我对学习的

兴趣。

I方法

1.我喜欢在易班“题库”应用中不断获取新知识，能

让我在学习中感到非常轻松。

2.在易班“题库”应用中边学边做的模式，促进了我

对学习的热爱。

学习态度对实际行为的影响 5 4 3 2 1

认知水平

1.观察能力方面认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我学习的

积极性。

2.思维能力方面认知水平的提高，改变了我的学习

方式使成绩得到了提升。

情绪状态

1.好的情绪状态，使我乐于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

2.好的情绪状态，使我乐于去学习。

行为倾向

1.积极的行为倾向，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加主动了。

2.积极的行为倾向，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学习成绩

得到了提升。

易班平台 SECI方法对实际行为的影响 5 4 3 2 1

S方法

1.易班“精品课程”的学习氛围，让我对精品课程的

学习更加热爱。

2.同学对易班的经验分享，让我也有了分享的冲

动。

E方法
1.“易培训”推送的培训会，让我愿意主动去了解更

多的培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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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课”推出的有趣课程，提升了我学习的积极

性。

C方法

1.使用易班“能力测评”实时虚拟学习平台，让我的

学习更加主动了。

2.易班“能力测评”的讨论方式，让我对学习更加感

兴趣。

I方法

1.在易班“题库”应用中不断获取新知识，促使我更

加主动学习。

2.在易班“题库”学习中的总结，促使了我的学习方

式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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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特别想对我的指导教师尚鸿雁教授表示崇高的谢意。在我规划论文的

初期，尚教授对我论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大纲等多方面做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和推荐； 在论文撰写阶段，尚教授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对我遇到的问题耐心

进行指导，并提出了精炼有效的建议。正是尚教授不辞辛苦的指导，使得论文得以

顺利通过，对此再次由衷感谢尚教授对我的帮忙和关怀。

最终，在尚教授每一步悉心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对论文的指导上，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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