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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and popular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
come intelligent. In college education, new technolog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s-
sisting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n literature, many studies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mobile learning and assisted learning APP in China;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only stayed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nd have not to explore how APP practically affects student class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behavior. Therefore, to fill the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 to propose a research model in investigating how APP’s qualities affect student en-
gagement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We adopt survey methodology to collect questionnaires from 
students who use APP in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urse.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formation quality and interface quality of APP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engagemen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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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使教育行业也逐渐走向了智能科技化。在高校教育上，新技术在辅助传统课堂

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虽然国内对于移动学习和辅助教学APP特性的研究众多，但这些研究都只是

停留在概念性的层面。在课堂上，教学APP质量如何对学生参与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绩效

还需要进行研究探讨，以填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本文利用信息系统的成功模型为理论基础，提

出了一研究模型，来深入探究APP质量如何影响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绩效。本文将在管理信息系统

课堂上对使用辅助教学APP学习的学生发放问卷来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APP
中的信息质量、界面质量会显著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进而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习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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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智能手机时代已经来临。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使得教育行

业也逐渐走向了智能科技化。在高校教育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来辅助传统的课堂教学。如：移

动学习(mobile learning)。移动学习主要是指利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来辅助学习，移动学习

有着许多传统教育没有的优点，例如移动设备方便携带，使得移动学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充分利用了

零碎的时间来学习。手机的 APP 技术极大地扩展了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的功能，使得系统智能手机

APP 等学习软件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手段，使学生们的学习更加个性化，更加有趣，也更加

的有效，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近年来，老师们开始注意到移动学习的重要性，也开始把移动学习应用到传统的课堂教学上，如利

用手机教学 APP 来辅助传统的课堂教学。然而，当使用 APP 在课堂教学时，必须还要考虑到学生对于

APP 的使用意愿，因为使用意愿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行为，如课堂的参与行为。APP 作为信息系统的一种，

APP 的质量会影响个人的态度与行为，决定了学生是否愿意去使用这系统；使用者参与是影响学习 APP
是否能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在课堂上，APP 的主要使用者就是学生本身，若 APP 的质量若不能激发学

生使用意愿的话，学生的参与度就会大大下降，而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高与低，则跟学习绩效有高度的相

关性。因此，当老师尝试用 APP 当作课堂教学辅教的工具时，首先必须要考虑到 APP 本身的质量，如何

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了移动学习中的手机 APP 的质量对于学生课堂参与度

以及学习绩效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有相关的一系列关于移动学习的研究，但多数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相应的验证研究；

且多数国内文献聚焦于慕课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学 APP 的质量如何影响学生课堂参与度与学习绩效还是

有待发掘。因此，理解教学 APP 系统对学生课堂参与度和绩效影响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

方面，对于信息系统和教育领域的研究学者，此研究结果可以引作参考，以便之后的研究者可以根据研

究结果，继续延伸新的教改项目或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引入手机 APP 辅助系

统进行教学的老师和 APP 开发公司而言，无疑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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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社会已经踏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课堂教学亟需与之适应。因此，探析出如何借助手机 APP 所拥有的

智能空间、云计算空间等技术为学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学习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煜和姬

海霞等在 2017 年的探索表明：手机作为新时代的一种新的沟通媒介，它给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1]。
但世间万物都有其不好的一面，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们面对的诱惑也变多了，对传统的课堂教学

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郭丹丹、刘明军、张欣、张凯、于航等人于 2017 年的研究也表明：随着科技的

发展，传统的课堂教学已经不能满足老师和学生们的交流以及不能满足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了，一款适

用的辅助教学手机 APP 将会成为学生学习的必需品[2]。学生们大多数时候经受不住诱惑，上课玩手机的

现象泛滥成灾，为扭转这一现状，研究开发一款适合学生上课使用的上课辅助学习 APP，使学生们能够

重拾课堂，回归课堂就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国内针对移动学习的研究在相对增多，但是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相应的验证研究。其

中侯艳芳[3]和窦菊花[4]两位学者的研究是相关领域早期研究的代表，着重于探讨和定义移动学习概念，

并对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度进行调查,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但此类研究停留在移动学习的理论

探讨上，并没有把手机 APP 系统作为辅助教学工具深入到课堂来进行学习绩效研究，加之目前国内在课

堂教学创新技术上的研究，大多以慕课教学为主，忽略了 APP 如何对课堂师生互动产生影响，对学生的

学习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课题将以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为理论基础，让 APP 辅助教学系统深入课堂，

探讨其如何对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绩效产生影响。 
在国外 APP 辅助教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深入课堂，APP 辅助学习已经得到大力的推广。Hinze 等人在

2017 年对学校学生和老师使用移动应用的意愿调查中发现，他们更倾向于使用 APP 获取信息支持和培训，

以提高课堂参与度，而不是作为数据收集、分析以及文献整理的工具[5]。其中，Barhoumi (2015)在对学

习信息科学课程的学生使用 APP 辅助学习的调查中发现，使用移动技术辅助教学的一组学生比单纯接受

课堂教学的对照组表现出更好的学习绩效[6]。Alghamdi 在 2013 年对 Blackboard 讨论板中发帖数量与学

生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学生的学习成绩与 Blackboard 讨论板中的发帖数量呈正相关[7]。该研究

基于讨论板可以帮助学生与同学间的交流，克服了学生的孤独感，从而促进同学间的学习。在该研究显

示，学习成绩与发帖数呈正相关，但与班级层面不相关，也就是说该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性。 
国外关于英语 APP 或者讨论板对传统课堂影响的研究，反映了 APP 作为新的辅助教学工具，是以后

课堂上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为了探讨APP如何影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学习绩效，这里不得不提到Delone
和 Mclean 提出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见图 1)。该模型分为系统质量、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使用意愿、

用户满意及净收益六项构面[8] [9]。其中，Delone 和 Mclean 认为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中的 6 个变量是相互

影响的, 应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会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和满意度，个

人对系统的满意度将会影响系统的使用从而为个人产生净效益。由于 APP 与传统信息系统有些差别，APP
需要借助手机等硬件设备，必须考虑到 APP 的界面品质，如是否便于阅读[10]，是否符合大众审美等亦

会对学生的参与和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以界面质量代替服务质量，以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为理论

基础，让 APP 辅助教学系统深入课堂，探讨其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界面质量如何对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和学习绩效产生影响。  

3. 假说建立 

3.1. 初步设想 

近年来，高校通过对手机 APP 教学进行的尝试和探索初见成效，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注意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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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lone and Mclean’s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图 1. D & M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APP 辅助教学的重要性，也开始把移动学习引入到传统课堂，以提高学生的绩效。但是，使用辅助教学

APP 进行课堂教学时，必须考虑到学生的使用意愿，学生的使用意愿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课堂行为。根

据信息管理文献的定义，APP 可当作信息系统的一种。信息系统的质量会直接影响使用者的使用意愿和

参与度[11]。在课堂上，教学 APP 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因此，学生的使用意愿是决定 APP 系统是否发

挥作用的关键因素。若 APP 系统的质量不能激发学生的使用意愿，那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就会大大降低。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高低，会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习绩效。所以，当老师要使用 APP 系统作为辅助教学的

工具时，首先要考虑的是 APP 的质量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参照 Delone 与 Mclean (2003)所提出信息系

统成功模型的理论为基础，APP 系统若要取得成效，必须要考虑三种不同的 APP 质量对学生的影响。分

述如下： 
1) 系统质量：为衡量信息系统本身，如 APP 界面功能的一致性、易用性、响应时间、可靠性、存取

便利性、系统整合性、功能有用性、操作弹性及运作稳定性的程度。 
2) 信息质量：为衡量信息系统输出，如 APP 输出信息的正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实时性、易用性、

相关性、重要性及有用性的程度。 
3) 界面质量：从用户角度出发,提供给用户最大的操作体验。界面由多种组件元素构成，大体上可以

归纳为两种类型的元素：一种是功能性元素；另一种是页面展示级别的元素。所谓的功能性元素主要是

实现 APP 相关功能的通用组件，该类组件根据 APP 运行的平台不一致而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是总体功

能上保持一致。另外，页面布局有样式类别的元素，该类元素主要是构建 APP 界面前端样式，包括 APP
配色、图标按钮、页面 UI 切图等[12]。APP 所提供的系统质量、信息质量与界面质量对学生课堂参与和

学习绩效将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不同的影响。 

3.2. 提出假说 

为了探讨 APP 对学生课堂参与和学习绩效的影响，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1) APP 教学系统的使用，是否会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学习绩效。 
2) APP 教学系统中的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界面质量，如何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学习绩效。

哪种质量最能激起学生的使用意愿，对学生课堂的参与度和学习绩效影响最大。 
首先，系统的完善以及系统的质量严重影响着用户的使用体验。一个功能更加全面、使用更加便捷、

操作更加简单、性能更加稳定、信息更加可靠的系统往往更加容易引起用户的兴趣，且更容易形成使用

习惯，形成持续使用动机，从而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因此，拥有一个好的系统质量的手机助学 APP
更加能够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故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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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APP 中的系统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其次，信息是物质、能量、信息及其属性的表现。因而，信息的正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实时性、

易用性、相关性、重要性及有用性的程度是信息质量的有效标准。如果信息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将直接

影响授课的质量，对于得不到有效信息的学生来说，其课堂参与的热情无疑会大大降低。所以，APP 中

的信息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故提出假设： 
H2：APP 中的信息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还有，优秀的界面质量可以为用户提供巨大的操作体验。界面由功能元素以及页面展示级别的元素

组成。其中，功能元素可以使得该 APP 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全面，也更加方便。而页面展示级别元素

可以使得 APP 更加适合学生们的审美，更加美观、大方等，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兴趣，提升学生

课堂的参与度。由此认为，APP 中的界面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故提出假设： 
H3：APP 中的界面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最后，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包括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广度通常指学生参与的时间长短和人数多少，

而深度是指学生参与学习的深入程度。积极的课堂参与可以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情感共鸣，促进师生

之间的交流，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由此认为，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会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故提出

假设： 
H4：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会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 

3.3. 研究架构 

根据以上的初步设想及研究假说，本文将引用 Delone 和 Mclean 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来建立辅助教

学 APP 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界面质量对学生课堂参与度和学生绩效影响的模型。研究模型见图 2。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设计 

本文拟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方式，利用代表性研究手段进行探究，选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15 级和

16 级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课堂上，使用辅助教学 APP 参与 MIS 课堂学习

的学生作为测试对象进行数据收集。各问卷项目均基于前人研究文献中的量表问题设计，采用 Likert 五
级量表，由“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受测试者根据自己使用 APP 参与课堂学习的实际状况，就

各选项选择一个最符合的答案作答。本文通过翻译和跨文化比较的验证，使各题符合本文的研究背景，

以及国人的表达习惯。问卷初稿经过两位专业人士校对，以确保问卷各题翻译无误，同时被发放给多位

游戏玩家进行预测试，保证措辞适当、完整、简明、易懂，以确认问卷的有效性。问卷根据受访者的反

馈进行了细节修改，包括措辞的修正、名词解释的添加、模糊问题的删除等等。 
 

 
Figure 2. Research model 
图 2. 研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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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标准 

问卷主要包含五个构面，分别针对手机 APP 的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界面质量、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和学生学习绩效进行提问，详情问卷参见表 1。 

5. 实证分析 

5.1. 样本描述统计 

本研究以“问卷星”在 MIS 课堂上进行数据收集，主要通过手机扫描“问卷星”二维码进行现场问

卷填写。本研究收取正式问卷数 150 份，有效问卷数 13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3%。具体样本人口统计

信息，见表 2 人口统计信息表。根据表 2，本次参与研究的男性学生样本占总样本的 33.81%，女性学生 
 
Table 1. Measurement items 
表 1. 问卷量表 

变量 测量变量项 参考来源 

系统质量 
(System quality, SQ)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SQ1 移动学习 APP 提供便捷的访问。 
SQ2 移动学习 APP 很容易使用。 
SQ3 移动学习 APP 能快速加载所有文本和图形。 

[13] 

信息质量 
(Information quality, IQ) 

IQ1 移动学习 APP 能提供准确的课程信息。 
IQ2 移动学习 APP 能提供完整的课程信息。 
IQ3 移动学习 APP 能提供课程学习相关的信息。 
IQ4 移动学习 APP 能提供及时的课程信息。 

[13] 

界面质量 
(Interface quality, IFQ) 

IFQ1 移动学习 APP 可视化图形容易接受。 
IFQ2 移动学习 APP 使用的界面颜色是让人感到舒适的。 
IFQ3 移动学习 APP 的演示风格很容易理解。 
IFQ4 移动学习 APP 很容易浏览。 

[13] 

学生参与 
(Student engagement, SE) 

SE1 我有在 MIS 课程上参与和合作的动机。 
SE2 我愿意在 MIS 课程上参与和合作。 
SE3 我在情感上致力于为 MIS 这门课程做出贡献。 

[14] 

学习绩效 
(Learning performance, LP) 

LP1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做出管理决策。 
LP2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做出人力资源决策。 
LP3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像一个高阶主管那样的思考和行动。 
LP4 我已经理解了 MIS 课程中关键的管理概念。 
LP5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辨识真实商业环境中的关键问题。 
LP6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提升了清晰地交流课程主题的能力。 
LP7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解决公司管理上的问题。 
LP8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批判性思考。 
LP9 在 MIS 课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回答每一个案例中的关键问题。 

[14] 

 
Tabl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表 2. 样本人口统计信息 

性别 
男 33.81% 

女 66.19% 

年级 

大一 0.72% 

大二 69.78% 

大三 25.18% 

大四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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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样本的 66.19%。根据以往的统计经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的男女比例构成为 3:7，因此总

体样本性别构成比较合理。从年级统计结果来看，样本主要集中在大二、大三两个年级。由于本次调研

是在 MIS 课堂上开展，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 MIS 课程学生主要为大二、大三两个年级，另外还有个

别的大一学生对课程感兴趣和大四学生进行重修，所以总体样本年级构成合理。本次论文利用偏最小二

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运用 SmartPLS-3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验证假设。 

5.2. 测量模型分析 

本论文分别用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来评估测量模型，收敛效度指的是理论上被认为相关的事物在实

际测量中的相关程度，用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平均提取方差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进行验证，本文采用的标准是因子载荷和组成信度大于 0.7，平均提取方差值大于 0.5，
则认为数据收敛效度良好；区别效度是指测量值是否反映了问题的结构，或反映了研究的相关结构，通

过判断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否小于平均提取方差值的开方值，且因子的载荷(loading)是否大于与其他因

子的交叉载荷(cross loading)进行验证，以证明各潜变量之间相互独立。本论文通过使用 SmartPLS-3 统计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得出样本各变量信度分析结果(表 3)、各变量因素负荷系数(表 4)、变

量间的相关系数(表 5)。由表 3 的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7，在 0.85~0.95 之间。平

均萃取变异量(AVE)均大于 0.5，在 0.6~0.8 之间，表明模型具有极高的信度。而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

大于 0.7，在 0.75~0.95 之间，表明模型具有极高的内部一致性。由表 4 的分析结果可知，各问项因素负

荷系数(Loading)均大于 0.7，说明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 
由表 5 分析结果可知，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其平均萃取变异量(AVE)的开根号值，例如

系统质量(SQ)的平均萃取变异量 AVE 开根号值 0.79 大于系统质量(SQ)与信息质量(IQ)的相关系数 0.479，
信息质量(IQ)的平均萃取变异量 AVE开根号值 0.802大于信息质量(IQ)与界面质量(IFQ)的相关系数 0.604。
因此，可以说明该模型各变量之间确实彼此相异，具有足够的区别效度。 

5.3. 结构模型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并分析验证模型适配度来探究潜在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由于 SmartPLS
不提供整体模式的适配度指标，因此需要借助以下两个指标来衡量研究模型的适配性： 

1) 标准化路径系数是否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T 值和 P 值用来判断样本的显著性，如果 T > 1.96 或

者 P < 0.05 则说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具有显著性。若 0 ≤ P < 0.001，表明变量间相关性最显著，此时 T > 
3.29，即图中“***”。若 0.001 ≤ P < 0.01，表明变量间相关性次显著，此时 T > 2.58，即图中“**”。

若 0.01 ≤ p 小于 0.05，表明变量间相关性一般显著，此时 T > 1.96，即图中“*”。 
2) 以 R2 值判断模型的解释力。R2 值越大，模型的解释力越好。R2 的值在 0~1 之间，值越小，说明

模型的解释力越不好，值越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越好。 
 
Table 3.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3. 样本各变量信效度分析结果 

 Cronbach’s Alpha 组合信度 平均抽取变异量(AVE) 

SQ 0.750 0.851 0.657 

IQ 0.816 0.878 0.643 

IFP 0.800 0.869 0.624 

SE 0.859 0.914 0.781 

LP 0.934 0.945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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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Factor loadings 
表 4. 各变量因素负荷系数 

 SQ IQ IFQ SE LP 

SQ1 0.701     

SQ2 0.846     

SQ3 0.874     

IQ1  0.720    

IQ2  0.818    

IQ3  0.828    

IQ4  0.834    

IFQ1   0.744   

IFQ2   0.837   

IFQ3   0.844   

IFQ4   0.728   

SE1    0.876  

SE2    0.909  

SE3    0.865  

LP1     0.866 

LP2     0.834 

LP3     0.801 

LP4     0.815 

LP5     0.848 

LP6     0.816 

LP7     0.804 

LP8     0.753 

LP9     0.740 

 
Table 5. Correlations and square root of the AVE 
表 5. 相关系数与 AVE 的平方根 

 SQ IQ IFQ SE LP 

SQ 0.790     

IQ 0.479 0.802    

IFP 0.378 0.604 0.809   

SE 0.442 0.486 0.579 0.883  

LP 0.406 0.430 0.309 0.274 0.811 

注：对角线上的粗体值是各个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非对角值是构面之间的关系。 
 

通过 SmartPLS 3.0 软件进行模型分析得出如下模型拟合度(图 3)，由图 3 可知，SQ → SE 这一数据

路径系数，T = 0.173 < 1.96，说明这一数据路径变量间的相关性不显著。IQ → SE，IFQ → SE，SE → 
LP 这三条数据路径系数 T 值均大于 1.96，P 值均小于 0.001，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此外，我

们还发现了信息质量是三种质量中影响学生参与度最大，因为 IQ → SE 的路径系数是最大。根据结果，

为本模型设立的假设作出如下结论(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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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andardized solution of structural modeling analysis 
图 3. 结构方程建模分析 

 
Table 6. Results of hypothesis testing 
表 6. 假设关系检验结果 

假设 变量关系 检验结果 

H1 APP 中的系统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不成立 

H2 APP 中的信息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成立 

H3 APP 中的界面质量会提升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成立 

H4 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会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 成立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首先，APP 的信息质量对学生的课堂参与影响非常大，它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影响着学生的课堂

参与热情，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课堂上的教学过程就是典型的信息传递，如果不能够得到

准确有效的信息，学生就无法达到获取知识的目的，教室也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信息质量的高

低大大影响学生们对于课堂参与的热情。 
其次，优秀的界面质量可以为学生提供卓越的使用体验。便于浏览的设计和美观、大方的页面展示

级别或元素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使用意愿，增加对课程和学习内容的好感，进而改变对传统课堂教学的

刻板印象。同时，更贴近学生兴趣和年轻人审美的风格能一定程度缓解长时间学习的枯燥，提升学生课

堂的参与度。 
但与多数文献相反的是，APP 的系统质量并不能影响学生的课堂参与度。APP 的系统质量，在普通

用户的感知中，多数体现在登陆、获取信息等操作的响应时间以及运行的稳定性上，而由于年轻人多数

已经熟知 APP 和移动设备的使用方法，所以 APP 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通常并不能

成为用户的重要评判标准。我们注意到，APP 作为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的信息系统，需要借助手机、无线

网络等硬件设备才能使用，多数学生的习惯是接入学校提供的免费 WIFI 网络使用 APP 学习，而校园网

有一定的网速波动，且学生个人的移动设备硬件配置不同，造成了 APP 使用过程中有不同的流畅程度和

响应时间。这些因素造成样本中学生对于响应时间、运行稳定程度有了不同的评判标准，比如大多数学

生在遇到获取信息失败的情况时，首先会认为是网络问题而选择刷新页面等等。基于这点考虑，系统质

量便不能够成为影响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重要因素了。 
最后，积极的课堂参与可以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情感共鸣，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有热情的主动

学习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在这种正向的自发的学习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也有助于培养学

生自学和课外探究的能力。因此，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会提高学生的学习绩效。 
以上研究结果无论对已经引入手机APP辅助系统进行教学的老师还是APP开发公司而言都有积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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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老师们可以参考这一结果巩固或放弃其使用 APP 辅助系统的理由或者调整今后的教

学手段与方法，同时在选择 APP 辅助系统时更多的关注其信息、界面质量与课程的适配度；另一方面开

发公司可根据最终的数据分析，将资源重点放在界面设计和内容功能的丰富性上，而且根据实际应用场

景来调整系统接入网络的方式和优化响应的时间，做到有针对性的决定优先开发重点。 

7. 研究限制与后续方向 

首先，本研究的对象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MIS 课堂上的学生，不能代表其他高校学生使用 APP
参与课堂的状况，而且仅在大二大三两个年级进行收集，样本有一定地域限制，后期将考虑将样本范围

扩大至其他城市及学校，以期获得更有客观性的调查结果。同时，本研究仅探讨了管理信息系统课程的

教学中使用 APP 作为辅助工具对学生绩效的影响，管理信息系统是属于管理学门的一门课程。至于 APP
在其他学科课堂(如：数学、物理等理学课程或化学、医学等实践性课程)中的应用效果尚有待发掘，后续

将把研究对象推广到更广泛和普适的范围中去，以研究 APP 对教学本身，而非单一学科的辅助作用。 
其次，本研究只是以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作为理论基础，把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界面质量三个自变

量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文献对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的自变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并发现能够影响用户使用与满意的远不止系统质量、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三类。故可以推测，仍有其他

自变量能够影响本研究模型中的学生参与度及学习绩效，后续研究可以充分考虑 APP 其它质量对学生的

使用意愿的影响，从而把学生的使用意愿与学生的课堂参与联系起来。同时，APP 作为典型的信息系统，

不仅仅只适合使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进行讨论，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经典的信息系统理论(如：科

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等等，对教育类 APP 的课堂辅助作用进行深入探究，并充分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进行组合或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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