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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学习软件在川北医学院学生中的使用情况，为学习软件的改进和推广使

用提供实时化的依据和建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并且使用了SPSS20.0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线性回

归等的处理分析。结果：学习软件使用率达到了100%，大多数(74.06%)大学生正在使用3个及以上的

学习软件。在认知态度方面，对学习软件的满意程度和态度均在4分以上(满分5分)的有156人(73.58%)。
结论：学习软件虽然在大学生中使用情况较好，但是也反映了大学生学习习惯、学习意识等问题，同时

学习软件尚有诸多不足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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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learning software in students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o provide real-time basi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of learning software. Methods: Use questionnaire 
and SPSS20.0 for chi-square test and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The learning software usage rate 
reached 100%, and most (74.06%)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using three or more learning software. 
In terms of cognitive attitude, 156 people (73.58%) had more than 4 scores of satisfaction and at-
titude with learning software (full score of 5).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learning software is well 
used in college students, but it also reflects the college students’ study habits, learning awareness 
and other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learning software still has many deficiencie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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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电脑、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学习软件也应时而生。教育部

出台多项相关政策鼓励线上教学和使用学习软件。学习软件是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下，计算机辅助学

习(CAL)的传播媒体[1]，指如学习通、知到、腾讯课堂等。但是，在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的当下，

而学习软件究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使用现状如何？ 
如今，国内已有许多学者研究学习软件的相关问题。但大部分文献是基于某一个或一类具体 APP 研

究特定软件对特定人群的影响，并且少有论文阐述疫情防控下的学习软件使用现状与发展。而对于医学

类学习软件，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也较少。医学教育有着明显的媒体相关性和资源依赖性[2]，在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医学生的学习需要依赖一部分医学类学习软件。并且只有将理论传授与实践学习综合，才能

提高学习效率，推动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3]。因此，本研究调查学习软件在川北医学院学生中的使用

现状。 

2. 研究方法及对象 

在川北医学院两个校区合计约 18,000 人，采取按年级分层抽样的发放问卷 2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2
份，有效率 92.17%。男生 58 人，女生 154 人；大一 124 人，大二 60 人，大三 21 人，大四 6 人，大

五 1 人。 
首先设计问卷，在经过指导老师的修改后，通过假期发放线上问卷，并及时讲解调查目的、内容和

意义，经由问卷网回收、统计数据。并随机对某些大学生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 
本次调研问卷中使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运用了 SPSS20.0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运用了卡方检验，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可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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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学习软件的使用现状 

本调查中使用学习软件个数绝大部分的同学使用了 4 个及以上的学习软件，例如学习通等辅助学习

(表 1)。 
 

Table 1. Gender and number of learning software downloaded 
表 1. 性别与下载学习软件数 

下载学习 
软件数 

1~3 个 4~9 个 10 个以上 
人数(占比) 人数(占比) 人数(占比) 

男 23 (10.85%) 28 (13.21%) 7 (3.30%) 
女 32 (15.09%) 98 (46.23%) 24 (11.32%) 

合计 55 (25.94%) 126 (59.44%) 31 (14.62%) 

 
在学习软件付费方面，有 42.92%的人会付费，57.08%的人不会。虽然大学生作为知识付费的主要群

体，但是大学生受个人兴趣和新鲜度的影响，对于知识付费产品使用频率不高大学生知识付费后存在二

次消费意愿低的情况[4]，这也能反应出川北医学生学生是有更加理性的消费观。 

3.2. 学习软件的认知态度 

目前，大学生使用软件的主要目的是线上学习，辅助作业，语言学习和行业考试。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大环境下各大高校与中小学纷纷开始使用线上教学，这可能与绝大部分大学生使用学习软件用于线

上学习有一定关系。同时需求决定功能，因此大学生对于学习软件的使用目的与期望功能成正比(表 2)。 
 

Table 2. Functional cognition of learning software 
表 2. 对学习软件的功能认知 

 
期望学习软件应该 

具备的功能 使用学习软件的目的 

人数(占比) 人数(占比) 

线上学习 203 (95.75%) 191 (90.09%) 

语言学习 159 (75.00%) 146 (68.87%) 

行业考试 143 (67.45%) 137 (64.62%) 

辅助作业 173 (81.60%) 175 (82.55%) 
其他 3 (1.42%) 1 (0.47%) 

 
大学生对学习软件的满意度和态度的都较高，对学习软件态度和满意度均在 4 分以上的学生有 156

人达 73.83%，有研究发现在辅助教学软件使用效果及满意度调查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辅助软件整

体上有较好的使用效果[5]。这不仅是对学习软件本身的认可，而且也是对学习软件使用的认可，这更是

推进互联网+教育的重要激励。 

4. 分析讨论 

4.1. 学习软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使用现状 

本调查结果显示，学习软件被自主下载的意识不强，绝大部分(88.68%)大学生下载学习软件是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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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求下才下载，在 K12 教育中应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同时加强学习软件在 K12 教育中的重

要性，才能在高等教育中使学习软件的自主使用率增高。医学学习需要创新、与时俱进和知晓前沿资讯，

使用学习软件学习是比较便捷的方法，所以使用学习软件成为医学学习的必修课。 
在学习软件付费方面，有 42.92%的人会付费，57.08%的人不会。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是我国

最活跃的消费群体同时也已成为我国最具消费潜能的核心消费群体之一，其消费理念、消费能力、消费

方式与渠道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6]。而川北医学院的学生在使用学习软件方面具有理性的消费观。对

学习软件的高质量内容付费，已成为常态，因此，软件的服务也应当与其学习费用相匹配，有效的提升

后台服务的质量[7]。 

4.2. 对学习软件的认知态度 

学习软件的功能已经被高校大学生全面的认知了，且大学生对市面上的各种学习软件均有一定了解；

而对学习软件的满意度和态度方面，大学生表现了较高的满意度，证实了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的显

著成效。 

4.3. 对学习软件未来发展建议 

在学习软件的使用载体上，绝大数(98.59%)大学生以手机作为学习软件载体，学习软件开发者就应

该注意制作学习软件的手机客户端应该更加精美，以吸引更多大学生的使用。学习要求下载的同学较多

(88.68%)也为学习软件提供了两条发展道路，一是开创独特的模式，做好精美的使用界面和强大的功能，

既方便又全面地符合大学生的使用需求，创立良好的口碑在网络种草和同学推荐的道路上开辟一块新天

地；二是与高校积极合作，联合制作各类线上课程，同时学习软件的使用需要老师的配合。和发达国家

相比，很多教师还未曾接触过教育 APP，更不知道如何其进行教学应用。因此，在对教师培训的中，应

着重加大教育 APP 的相关培训力度，这对于教育 APP 在我国的应用和推广具有重要的作用[8]，这同样

是在大力发展中国教育中，我们不可忽视的差距。同时，在教师培训的方面建议出台使用教育类软件的

相关课程。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川北医学院采用了线上课程学习与平时分挂钩的模式，所以也导致有较

多(79.72%)的大学生使用学习软件与平时分有关。关于功能方面，所罗列的每种功能大学生期望都有不

同程度的升高，且较多(74.06%)的大学生拥有 3 个及以上的学习软件，说明一个手机软件可以囊括的功

能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多数大学生的需求，有报道也指出：2021 年，单一类型在线教育公司将面临更加严

峻的挑战[9]。所以提升服务功能的种类，特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期是学习软件的必经之路。 

4.4. 对使用学习软件的川北医学院某大学生现场采访 

目前，医学学习对学习软件的依赖性较强。特别是人卫图书增值和 CoolMed。其中人卫图书增值与

医学课本紧密相连更加类似与线上的教学辅导资料，而且其中的高清实验操作更是许多医学生的心头好。

医学生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动手操作的能力，由于在实验课上的操作通常也只有一遍，特

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想要复习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在公共网络平台的视频资源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人卫图书增值就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提供高清的实验视频。为医学生从书本学习走向临床或科

研有十分重要的作用。CoolMed 提供了免费而完备的 3D 模型资源，这为初学医的学生建立空间立体思

维提供了极大的辅助，可全方位旋转的模型将书本上的平面图转化为立体，更能帮助空间记忆。而且

模型在精细处也做得非常仔细，高清的模型资源在学习软件上轻易获得，更是极大地方便了医学生的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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