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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南昌工程学院为例，通过“问卷星”调查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包括碎片化学习意愿、方式、时长、

时间段和学习效果等。在梳理碎片化学习现状调查结果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及效果的因素。大学生若能

充分且合理地利用零碎时间进行有效的碎片化学习，就能补充专业内外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增强竞争力。

Abstract: Taking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agmentation learning 
was investigated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 by the “Wenjuanxing” platform, the survey contents included the 

learning willingness, the learning mode, the learning duration, the learning time and the learning results on fragmentation learning.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survey results of fragmented learning, it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ffect of 

fragmented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ollege students will expand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f they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ir spare time to lear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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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碎片”这一概念始于上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所提到

的碎片化学习更多的是关于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之间连接

和转换的研究，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形态数字技术的发展

和新媒体的教育应用，碎片化学习的内涵及关注重点亦得到

延伸 [1]。近年来，随着碎片化学习方式的蓬勃发展，“碎片

化学习”已成为教育教学领域移动学习的研究热点 [2-5]，为

了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每天闲暇时长、碎片化学习意愿

及学习方式等，笔者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所在单位——南昌

工程学院的在校学生进行了碎片化学习现状调查，并对调查

结果进行了有效梳理，旨在促进学生合理利用日常零碎时间

进行有效碎片化学习，为教师制定和实施大学生碎片化学习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提供现实依据。

2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调查

2.1 调查对象

“碎片化学习”现状调查对象为南昌工程学院在校学生，

在征得被测者同意后通过问卷星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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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QQ 群和微信群随机推送调查问卷，共回收 917 份有效

答卷。

2.2 学生闲暇时长、学习时长及时间段

分别以“您每天的闲暇时间大约有多长？”“您每天大

约可安排多长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和“您的‘碎片

化学习’时间一般安排在哪个时间段？”为单项选择题项，

要求学生在 A、B、C、D 四个选项中选择最符合自身情况

的选项，结果显示，多数学生每天的闲暇时长约为 2~5 小时，

能安排碎片化学习的时间约在 2 小时以内，且晚饭前后和晚

上睡觉前是学生进行碎片化学习的高峰期。

2.3 学生学习意愿、方式和效果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非常（比较）了解“碎片化学习”

的学生人数占 63.87%，非常（比较）喜欢“碎片化学习”

的占 55.48%，认为“碎片化学习”使学习变得轻松，愿意

频繁进行碎片化学习的占 57.22%，基于个人需求而进行碎

片化学习的占 51.37%，为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或应付考试

和取得高分为主的占 38.28%，反映出大学生对碎片化学习

的认知度较高，学习意愿也较强，他们的学习动机主要是出

于自身的学习兴趣。

分别以“除传统课堂外，您获取新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

么？”“您认为您的‘碎片化学习’效果如何？”为单项选

择题项，要求学生在 A、B、C、D 四个选项中选择最符合

自身情况的选项，结果表明，高达85.39%的学生是通过手机、

电脑和 iPad 等移动设备进行网上学习的，但多数学生的碎

片化学习效果不是很理想，虽能基本掌握，但无法将碎片化

学习所获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学以致用。

3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梳理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归纳出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

碎片化学习状态：

①在校大学生有较为充裕的闲暇时间，并愿意适当安排

闲暇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

②学生对碎片化学习的认识度较高，行为倾向也积极乐

观，学习动力主要是自身兴趣爱好的内在驱动，其次为外在

的学习或考试压力。

③除了传统的课堂学习，绝大多数学生获取新知识的途

径是运用手机、电脑、iPad 等移动终端进行网上学习。

④多数学生喜欢在晚饭前后或晚上睡觉前进行碎片化

学习。

⑤学生的碎片化学习效果不理想，仅停留于知识浅层，

无法深入或转化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4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学习者可以通过无

处不在的网络方便地获取学习资源，但网络资源日新月异，

良莠不齐，给学习者带来了选择的困惑。

其次，碎片化学习知识是零散的，需要重新加工和重组

才能学以致用，大学生缺乏重新加工和重组知识的理论知

识，使得他们的学习效果难以提升。

再次，碎片化学习是一种随意且非正式的学习方式，基

本是建立在个人兴趣和意愿基础之上，没有学校层面和教师

层面的指导和督促，学生的碎片化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均不

明确，难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最后，大学生普遍缺乏生活和工作经验，特别是低年级

学生，其自主学习和管理能力偏弱，而电子产品又占据了他

们大量的业余时间，使得他们与教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逐渐

减少，学习效果不理想。

5 结语

碎片化学习自古就有，随着近代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碎

片化学习成为在校大学生除课堂学习外获取新知识的主要

途径，这是历史潮流也是发展趋势，高校可以此为契机，从

学校和教师层面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学生充分利用闲暇时间，

积极锻炼碎片化学习能力，使学生通过碎片化学习拓展知识

结构，培养独立科学的学习精神，提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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