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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ERs 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

对学习成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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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托清华教育在线资源中心，汇聚全球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OERs），引入自我调节学习支持机制，构

建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研究学习者基于 OERs 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的影响。 研究过程中，让学

习者参与了为期三周的自主学习活动，并建立了自我调节学习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发现，模

型能够很好地与系统记录下来的自主学习行为数据拟合， 验证了为基于 OERs 的学习环境提供自我调节学习支持机制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事先计划阶段和执行阶段的支持对自主学习成效显示出直接影响，说明提供自我调节学习支持有

助于促进学习者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成效，这也为构建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提供了实验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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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s） 的概念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2 年在巴

黎举办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宗旨是共

同开发一种可供全人类使用的通用教育资源。 [1]从

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开放课件（Open Course
Ware，OCW）计划开展以来，OERs 运动已经有了 15 年

的发展历史。 [2]期间，一些世界知名大学，包括麻省理工

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犹他州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
耶鲁大学、 加州大学和香港大学在内的数十所知名大

学发起了开放教育资源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支撑下，形

成了一大批全球知名的 OCW 或 OERs 资源库，其中比

较 有 名 的 有 MIT OCW、MERLOT、ParisTech、OER
Commons、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等。 [3]这些开放

教育资源库和资源联盟汇聚了众多优质的高等教育资

源，资源的种类非常丰富，包括几乎所有学科的课程教

学资源和学术资源，而且使用开放许可协议免费发布，
这为终身学习者和自主学习者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

访问机会， 有助于发展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

能力，而这也是 21 世纪所需人才的必备技能。 [4]

然而从近十年的研究与实践效果来看，开放教育

资源的利用率和应用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这说明虽然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在基础设施构建和资源建设方面

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自主学习者提供了资源访问的

机会[5]，但要实现基于开放教育资源（OERs）的终身学

习和自主学习并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仍然需要进一

步的探索。 因此，如何促进开放教育资源在终身学习

和自主学习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

义。 基于这一问题，清华教育在线资源中心汇聚全世

界的开放教育资源，为自主学习者构建基于 OERs 的

自主学习环境，提供自我调节学习支架，以促进 OERs
的应用。 本文主要研究在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

下，学生自我调节学习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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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自主学习成效（包括在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中的

表现）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

本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涌现出一系

列新的技术增强的学习环境，包括个人学习环境[6]、基

于资源的学习环境[7]以及自主学习环境[8]。 与此同时，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让学习者能够免费访问全球知名

高校提供的各种开放教育资源， 这为学习者的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无论是技术

增强的学习环境，还是开放教育资源，在学习质量方

面都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 因此，即使提供了在线学

习环境和 OERs，也难以保证学习的有效性。 因为在

基于资源的学习环境下，缺少足够的引导，对学习者

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能够对

学习进行自我管理和监控，自己承担责任，但很多时

候学习者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因此需要提供合适

的自主学习支架，为他们构建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

环境， 帮助他们对基于 OERs 的学习过程进行管理，
从而增强学习的效果。 本文使用自我调节学习概念模

型来进行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的设计、实现和

应用。
（一）自我调节学习过程模型

近二三十年以来，学界对自我调节学习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自我调节学习模型。 温内

（Winne, P.H.）和哈德汶（Hadwin, A.F.）提出了一个四

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模型：1.定义任务；2.目标设置和

计划；3.制定学习策略；4.元认知适应未来的学习。 [9]齐

默曼从大学生对学习进行自我调节以提高表现方面

入手，也提出了一个四阶段的循环模型：1.自我评价

和监测；2.目标设置和策略计划；3.策略执行和监测；
4.策略成果监测。 [10]温内和哈德汶的模型更倾向于自

我调节学习的前期准备阶段，齐默曼的模型更强调过

程的完整性。
后来，齐默曼等人又提出了自我调节学习的社会

认知模型，将学习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学习活动循

环：1.事先计划阶段，包括任务分析和自我动机信念；
2.执行阶段，包括自我控制过程和自我监测；3.自我反

思阶段，包括学生形成自我判断，以及对他们的表现

进行反应（如图 1 所示）。 [11]它丰富了每一阶段过程中

所涉及的行为、动机和认知等方面的内容，认为它是

由一系列事件所组成的。
该模型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是一个包括三个阶段

的动态过程，具有事件性特征。 学习者个人对自我调

节学习过程的组织、管理和安排的质量，能够预见其最

终的学习成效， 即学习者如果在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

有更充分的计划， 在执行和自我反思过程中投入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也将反映到自主学习成效上，包

括他们在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中的表现。 而且它还认

为各阶段内部和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12] 随着

研究的推进，齐默曼模型的科学性得到了越来越多实

证数据的支持， 已经成为最受大家认可的模型之一。
它对自我调节学习每一过程的学习者行为和动机信

念的解释非常明确、具体，操作性很强，因此很多研究

选择它作为自我调节学习系统开发的依据。

图 1 齐默曼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模型

（二） 自我调节学习系统

很多学者针对如何利用自我调节学习系统或环

境增强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包括对完整过程

或部分过程的支持，以达到增强自主学习成效的方面

进行了研究。 早期的研究比较重视对自我调节学习的

不同层次和不同层级进行干预，例如元认知、认知，以

及动机等方面的干预，来研究这些干预的效果。 他们

通过促进自我调节学习的不同层次的活动，例如目标

设置、学习计划、自我监测、笔记和自我效能等方面，
并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些干预的效果。 一般情况

下，干预所涉及的层次越多，效果越佳。 [13][14][15]这些干

预早期主要是通过学习策略培训或者各种激励策略

或措施来进行的。
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家开始重视利用技术增强

的学习环境———自我调节学习系统支持学习者的自

我调节学习策略和过程，以改善学习效果，其中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萧贤胜等人的网络探究式自我

调节 学 习 系 统 [16]、基 姆（Kim, R.H.）等 人 的 自 我 导 向

学习管理系统 [17]、石贵平等人的支架式自我调节学习

43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系统[18]，以及陈志铭的基于注意力的自我调节网络阅

读标注系统[19]。
从上述研究来看，利用自我调节学习系统来支持

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策略和过程，从而提高自主学

习成效是可行的。 但上述自我调节学习系统没有形成

自身的学习资源库，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原有的课程教

学资源的基础上，利用技术来实现对某一部分教学内

容自我调节学习过程及策略的支持，而不是一个独立

的自主学习环境。 而且，这些研究一般只能在宏观层

面上揭示它们对学习成效的影响，而对于自我调节学

习过程的微观层面之于学习成效的影响，以及不同阶

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仍缺少实证数据的支持。 最

后， 之前更多是从教师和研究者的视角来施加干预，
而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则少有关注。

三、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设计

本研究在齐默曼自我调节学习模型的基础上，设

计和实现了基于资源的自主学习环境，支持学习者的

自我调节学习，包括目标设置、学习计划、自我监测、
过程调节、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等六个方面，具体的

实现过程如下。
（一）事先计划阶段

目标设置：支持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主题，确定

个人学习目标，并对学习目标进行描述、分解，创建目

标结构，以及对资源进行组织和管理。
学习计划：根据设置的学习目标，利用资源检索

和资源推荐工具，把相关的学习资源添加到学习目标

下，制定以自主学习目标为导向的资源学习计划。
（二）执行阶段

自我监测： 根据制定的学习目标和资源学习计

划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监测，继续查找和访问资源、
组织和标注资源、笔记和评论、寻求帮助、复习和记

忆。
自我调节：根据学习目标的完成情况，对学习目

标结构和资源学习计划进行调整，同时随着学习过程

的推进，对目标—资源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三）自我反思阶段

自我判断：给学习者提供自我评价的通道，让他们

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价。
自我反应：反思制定的学习目标、资源学习计划，

以及学习策略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和复

习，进一步调整和修改目标—资源结构。 还可以把自

主学习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添加到相关目标下，并提

交学习日志、反思。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关于自我调节学习与学习成效的研究已经有数

十年的历史，早期主要是使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主观

报告的方法来测量和描述。 在线学习测量技术的发

展，为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

路和方法，它能够将学习者自我调节学习各阶段的行

为操作记录下来，无需人为分组和实验干预，能让学

习在一种真实、自然的情境下发生，事后再进行计算

机跟踪、日志研究和微观分析。 [20]对学生微观层次的

自我调节学习过程进行测量，能够预见学生的学习成

效，这比传统的使用自我报告的数据更为客观。 [21]阿

泽维多（Azevedo, R.）及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学习者

对自我调节学习过程的使用频次能够预见他的学习

成效。 [22]本文使用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学习者在事

先计划阶段、执行阶段和自我反思阶段的各种行为操

作以日志的方式记录下来，在齐默曼的自我调节学习

过程模型的基础上对这些行为与自主学习成效之间

的关系进行建模，如图 2 所示。 然后利用学习者在基

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下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数

据，来检验自我调节学习模型对自主学习成效的预测

能力。 同时，该模型还能够向我们揭示学习者各阶段

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自

主学习成效的影响。 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1.概念模

型能否与自主学习行为数据较好的拟合；2.不同阶段

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对学习成效具有多大程度的影

响；3. 不同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之间具有多大程

度的相互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图 2 自我调节学习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的影响概念模型

H1:事先计划阶段的行为对执行阶段的行为具有

正向影响；
H2:执行阶段的行为对自我反思阶段的行为具有

正向影响；
H3:事先计划阶段的行为对自我反思阶段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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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向影响；
H4:自我反思阶段的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具有正

向影响；
H5:事先计划阶段的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具有正

向影响；
H6:执行阶段的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具有正向影

响。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参与者是某西部本科师范院校的一门

“现代教育技术”在线课程的选课学生，这是一门本科

师范生的公共必修课程，总共有 245 名学生（男生 29
名，女生 216 名）有效参与了自主学习活动：诚信地完

成了自主学习作业，并且正常提交，取得了有效成绩。
本文选择这 245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三）研究设计

1. 自主学习活动主题

学习者可以从 “微课”、“翻转课堂”、“MOOC”和

“信息时代教师专业发展” 等教育信息化热点问题中

任选一个主题，在基于 OERs 的自主学习环境下进行

自主学习，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形成自

己独特的看法。
2. 自主学习活动安排

学习过程按照自我调节学习的事先计划、执行和

自我反思的三阶段安排， 每个阶段安排一周的时间，
从 2015 年 6 月 7 日开始，具体安排如下：

（1）事先计划阶段（6 月 7 日—6 月 13 日）；
（2）执行阶段（6 月 14 日—6 月 20 日）；
（3）自我反思阶段（6 月 21 日—6 月 27 日）。
学习结束后，要求学生提交自主学习作业，让他

们从所选择的主题的主要概念、内涵、背景和渊源、价

值和现实意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未来发展趋势等方

面进行阐述。 自主学习作业提交之后，需要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作业互评。
3. 变量及说明

从图 2 可知，本研究包括事先计划、执行和自我

反思等三个行为变量，加上自主学习成效，一共四个

潜在变量，它们的观测变量及说明如下。
（1）事先计划：即自我调节学习的事先计划阶段，

学习者需要设置学习目标，并制定达成学习目标的策

略计划。 为学习者提供目标设置和学习计划支持机

制，有助于促进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 [23][24]它的观测

变量如下。
前期准备：学习者开始对学习目标的了解不是很

明确的情况下，有一个前期的目标分析和资源学习的

预处理过程，包括最初的资源查询、浏览和查看同伴

分享的学习目标。 过去的研究很少考虑这种前期准备

行为。
目标设置：学习者根据个人的学习需要和兴趣爱

好，通过前期的资源调研和学习，创建个人自主学习

目标，以及对学习目标的初步组织与管理。
学习计划：对学习目标进行解读，把合适的学习

资源添加到相关的学习目标下，组织和管理“目标—
资源”结构，形成个人资源学习计划。

（2）执行：指自我调节学习的执行阶段，学习者对

策略计划执行进度的自我监测和过程的自我调节。 [25]

学习者对目标达成进度的自我监测， 以及对执行策略

的调节，有助于获得对复杂问题深入的概念化理解。[26]

它的观测变量如下。
自我监测： 指学生在执行阶段查询和访问资源、

组织和标注资源、查看资源、笔记和评论、复述和记

忆、寻求帮助，以及复习笔记和评论等活动。
自我调节： 随着对学习目标的理解逐步深入，学

习者对“目标—资源”结构进行调整和完善，以及根据

学习进度情况，对学习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3）自我反思：对应自我调节学习的自我反思阶

段，包括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两个观测变量。 学习者

不仅是自主学习的计划者和执行者，同时还需要对目

标实现程度进行自我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调

节和自我激励。 [27]

自我判断：学习者在一个学习过程快结束的时候，
对自主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成败原因进行自我判断，
以及对资源的合适性与满意程度进行判断。

自我反应：学习者在自我判断的基础上，对自主

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学习策略进行的自我反应，对“目

标—资源”结构进行总结性的修改和完善。
（4）学习成效：关于自主学习成效的测量，主要有

学习者自我评价和作业测试得分两种方式。 自我评价

方面，齐默曼认为它是学习者根据学习目标达成的情

况对学习表现的自我评价[28]。 采用作业测试的方式比

较多，罗斯科（Roscoe, R.D.）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我调

节学习工具的使用与学习成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其中

学习成效采用了学生在作业测试中的得分来计算。 [29]

陈志铭的研究发现，整合了自我调节学习机制的个人

数字学习系统能够促进学习成效，他收集学生在课程

单元测试中的反应数据，根据得分判断他们对单元内

容的掌握情况。 [30]为了保证学习成效的相对完整性和

客观性，本文同时采用了学习目标自我评价和作业得

分两种方式来衡量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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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一共包括四个潜在变量和 9 个观测

变量，其中学习成效综合使用自我评价和学生相互评

价两种方法所得到的分值进行计算。 三个自我调节学

习行为变量的观测变量，则使用自主学习环境记录下

来的各个时间阶段内相关的自主学习行为操作次数

之和来进行量化处理，详见表 1。
自主学习环境将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具体使用了

哪些支架，以及使用频次记录下来，这些行为数据体

现了他们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投入，能够帮助我们还原

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过程、行为和特征。 [31]例如在目标

设置时，学习者对学习目标的操作，虽然是一系列的

外显行为，但也说明他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更多的目标

分析和自我调节等认知活动的参与。 同样是对学习目

标的这些操作， 在不同的时间阶段， 具有不同的含

义：事先计划阶段是初始的目标设置；执行阶段是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自我监测的基础上对初始目标的过

程性调节；自我反思阶段对目标的操作和调整则具有

了自我判断和自我反思的含义。 关于学习资源的操作

也是如此，因此，对学习目标和学习资源的相同操作

行为在不同阶段应该赋予不同的含义。 经过初始编码

的数据是离散的、非标准化的，我们在此基础上使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Standardized Values)
处理。

（四）数据分析

研究过程中使用了 SPSS 与 Amos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分析预设的概念模型和

实证数据的拟合度，同时挖掘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路

径关系。 其中自变量包括事先计划、执行和自我反思，
因变量是自主学习成效。

1. 模型拟合度评价

从表 2 所示的模型拟合度指数可以看出，卡方值

30.657，自 由 度 21，二 者 比 值 为 1.46，小 于 3，p 值 为

0.08， 未 达 到 0.05 的 显 著 水 平 ， 卡 方 检 验 通 过 。
RMSEA 和 RMR 均 小 于 0.05，GFI、NFI、RFI、AGFI 和

CFI 等值均大于 0.90，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模型的适配

标准，说明模型与样本数据能够拟合，可以被接受。
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表 3 路径回归系统分析报表（Amos V17）

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3，“执行—>自我反思”、“事

先计划—>自我反思”、“事先计划—>学习成效”，和

“执行—>学习成效” 等路径的 p 值均达到了 0.05 的

显著水平，拒绝虚无假设，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正向影

响，假设 H2、H3、H5 和 H6 得到了验证。 但事先计划

对执行、自我反思对学习成效之间的 p 值没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 不能确定在它们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假

Estimate S.E. C.R. P

执行 <— 事先计划 -.083 .071 -1.164 .244

自我反思 <— 执行 .258 .065 3.974 ***

自我反思 <— 事先计划 .213 .064 3.345 ***

学习成效 <— 自我反思 -.043 .033 -1.314 .189

学习成效 <— 事先计划 .215 .057 3.781 ***

学习成效 <— 执行 .243 .063 3.853 ***

Model Chi-square df p GFI NFI RFI AGFI CFI RMSEA RMR

Default model 30.657 21 .08 .975 .970 .949 .947 .990 .043 .039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量 化 标 准

事先计划

前期准备 查询资源次数、资源查看次数、资源下载次数、查看他人分享学习目标次数

目标设置 添加学习目标次数、查看学习目标次数、删除学习目标次数、修改学习目标次数

学习计划 添加学习目标资源次数、资源查看—目标次数、删除学习目标资源次数、移动学习目标资源次数

执行

自我监测
查看学习目标次数、查询资源次数、资源查看次数、资源查看—目标次数、添加标签次数、添加评论次数、查看他

人分享学习目标次数、添加评价次数、资源下载次数、添加成果与反思次数

自我调节
添加学习目标次数、删除学习目标次数、修改学习目标次数、添加学习目标资源次数、删除学习目标资源次数、

移动学习目标资源次数、删除成果与反思次数

自我反思

自我判断 查看学习目标次数、资源查看—目标次数、添加评价次数

自我反应
资源查看次数、添加学习目标次数、删除学习目标次数、修改学习目标次数、添加学习目标资源次数、删除学习

目标资源次数、移动学习目标资源次数、添加成果与反思次数、删除成果与反思次数、添加评论次数

学习成效
自我评价 学习者在学习活动结束后，对自主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的自我评价

相互评价 自主学习作业提交后，学习者相互之间对作业进行的评价，每份作业随机分配给 10 位同伴学习者评价，取均值

表 1 变量的数据采集及编码方案

表 2 拟合指数（Amos V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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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H1 和 H4 没有得到验证。
3. 研究问题讨论

（1）概念模型能否与自主学习行为数据较好的拟

合

从表 2 列出的各项模型拟合指数来看，构建的概

念模型能够与自我调节学习行为数据拟合，各项指标

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也从实证数据的角度证明利

用自我调节学习概念模型构建基于 OERs 的自主学

习环境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
（2）不同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对学习成效的

影响

从图 3 所示的标准化估计模型来看，事先计划和

执行阶段的学习行为对学习成效具有直接影响，路径

系数分别达到了 0.58 和 0.65。 自我反思阶段的学习

行为没有显示出对学习成效的显著影响。
（3）不同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之间的相互影

响

从图 3 也可以看出，事先计划阶段的学习行为对

自我反思阶段的学习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

0.24，执行阶段的学习行为对自我反思阶段的学习行

为同样具有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 0.29。 但事先计划

阶段的行为对执行阶段的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图 3 标准化估计模型（Amos V17）

五、研究结果讨论

（一）为基于 OERs 的学习环境提供自我调节学

习支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只是给学习者提供在线学习环境和 OERs， 并不

能保证有效学习的发生[32][33]，因此，为学习者提供自我

调节学习支架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证明

了为基于 OERs 的在线学习环境提供自我调节学习

支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首先，它为 OERs 在自主学

习中的有效应用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其次，通过实

践验证了自我调节学习支架在基于资源的学习环境

中的有效性，这对于充分发挥技术和开放教育资源的

潜力，提高学习质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自我调节学习支架能够有效提高自主学习

成效

本文发现，自我调节学习的事先计划和执行阶段

的行为对自主学习成效具有较高的直接影响效应，路

径系数分别高达 0.58 和 0.65。 这说明学习者在事先

计划阶段如果有着更充分的前期准备，在设置自主学

习目标和制定资源学习计划时投入更多的精力，有助

于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成效。 同时也说明目标设置支

持机制对基于 OERs 的学习环境具有正向价值和意

义，这和张基成等人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他们的研

究结果显示，目标设置支持机制能够促进学习者的自

我调节学习，它对学习动机、自我效能和学科价值等

方面具有正向作用，对自我判断方面的影响也比较显

著，但对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方面的作用不显著。 [34]

而且，执行阶段的自我监测和自我调节的支持机制也

能够促进自我调节学习， 这和陈志铭的研究结果一

致，他重点讨论了自我调节学习机制中需要自我监测

和自我评价的模块，提供相关支持能够有效促进学习

者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果[35]。
自我反思阶段的学习行为没有显示出对学习成

效的直接影响，那是否说明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的支

持没有意义呢？ 王子华和博姆（Boom, G.V.D.）等人的

研究分别发现，在自我调节学习系统中，自我判断和

自我反应的支持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自我调节学习

行为，发展学习者的在线自我调节学习能力。 [36][37]因为

本次研究只选取了一个自我调节学习周期的行为数

据，没有对后续的学生学习行为作进一步分析，因此

数据上显示不出它的后续影响。
（三）不同阶段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之间的影响

关于自主学习环境的研究目前主要关注的是自

我调节学习的支持机制，包括部分的或者完整过程的

支持，尤其是对学生认知领域的支持，更多地从宏观

干预的视角对自我调节学习行为、能力以及学习成绩

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38] [39][40][41]，但关于自我调节

学习内部各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微观分析还

比较欠缺，具体哪一个阶段的行为对学习成效的作用

最有效也不是很清楚。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事先

计划阶段和执行阶段的行为对自我反思阶段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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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示出影响效应，说明学习者会在自我反思阶段根

据事先计划阶段所设置的学习目标和标准对目标达

成的情况进行自我判断和反思。 与此同时，只有在执

行阶段有效地进行了自我监测和自我调节，才会有自

我反思阶段的恰当的自我判断及充分的反思行为。 而

事先计划阶段的行为对执行阶段的行为没有显著的

直接效应，这和预期的设想不太一致，一般会认为如

果在事先计划阶段准备充分，在执行阶段也应该会有

更多的学习行为。 通过对日志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发

现有些学生进度偏快，在事先计划阶段后期就已经有

了自我调节和自我监测行为，而有些学习者到了第二

周才开始进行目标设置和制定资源学习计划，这在一

定程度上对数据形成了干扰。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看，事先计划阶段如果准备足够充分，在执行阶段就

要轻松一些，可以省去很多自我调节和自我监测的工

作。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近 15 年来， 全球范围内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激

发一大批世界知名高等教育机构免费开放了大量优

质的教育资源， 同时技术增强学习环境的飞速发展，
为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实现提供了基础设施和资

源支持。 但开放教育资源的应用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宣言》就明确提出

要“促进对开放教育资源的利用”。 本文依托清华教育

在线资源中心，汇聚全球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为学

习者提供自我调节学习支持机制。 通过对自我调节学

习行为和自主学习成效之间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发现，模型能够较好地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数据拟

合，也证明了为学习者提供计划和执行等自我调节学

习支持有助于促进学习者利用开放教育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的学习效果。
本文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还发现了自我调节学

习不同阶段的学习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先计划阶

段和执行阶段均对自我反思阶段的学习行为显示出

直接影响，这也从实证数据的角度佐证了自我调节学

习的过程性、序列性和事件性。 而且，通过对前期的学

生学习行为分析，发现学习者在目标设置之前，会有

一段时间的资源学习的前期准备，这一点是之前的文

献所经常忽略的。
但研究的过程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因

为时间的限制，只进行了一个周期的自我调节学习行

为分析，自我反思阶段的行为对后续学习行为的影响

没法呈现出来。 同时，每一阶段都安排的是一周的时

间，但实际上不同的学习者对自我调节学习过程的安

排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如何给不同的阶段分

配恰当的时间，同时考虑学习者的个别化差异，仍然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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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kinds of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ble fields. Finally, we
identified future trends in online educ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s: 1) online
education will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2)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ill become more
synthesized; online learning supporting services tend to be personalized; 3) futu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s for online education will become more diversity.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s of online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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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ERs-Base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DENG Guo-min, HAN Xi-bin, YANG Jua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first built a OERs-based autonom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depending on
the mechanisms of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The system was base on the Tsinghua Resource Center for
Online Education, and collected high-quality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then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OERs-base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s on autonomous learning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tudy, learners engaged in a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ctivity for three weeks. We
also construrte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at include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variables. We found that the model can fit the system recorded data of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behaviors very well. The model also helped us confirm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vid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upport mechanisms in OERs-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Supports in
planning phase and implementation phase had direct impact on autonomous learning performance. This
means that provid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upport can help promote OERs-based autonomous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learners. This study supports our construction of OERs -based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empirical data.

[Keywords]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s);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Autonomous Learning
Perform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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