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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层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更有效地探究教师课堂意

愿使用教学平台的关键因素；并构建了以学习通为例，一个包含4个一级要素及14个

二级要素的影响教师课堂使用教学平台关键因素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所建立的指

标体系，本文评估教师意愿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的关键因素，并根据评估结果和

收集的问题，对超星学习通的编制和改进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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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explore more effectively the key factors of teachers’ willingness-to-use the teaching 

platform in classroom. We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at includes 4 first-level 

elements and 14 second-level elements to influence the key factors of teachers’ classroom-

using teaching platform.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index system, the key factors of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use th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a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the collected questions, specific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of XueXitong. 

 

Keywords: Teaching Platform, Key Factors, Hierarchical Analysi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9年末至2020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为确保师生身体健康，阻止

疫情向校园蔓延，教育部明确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教

育资源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支持，确保“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疫情也必然会大大的推动线上课堂的发展。学习通是一款由超星公司自主研发，

具有档案数字化、图书数字化、学术资源数字化等特点的软件。超星公司成立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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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中国精品课、视频课、公开课、SPOC建设的先行者，是目前市面上最早面市

的一款移动教学平台。 

目前对于手机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的运用效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欣

鹃等（2019）认为运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进行辅助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热

情，且能够充分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徐玉锦等（2019）通过实验证明，BOPPPS与

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使学生的学

习成绩显著提升；另外，曾雪凌子与续静（2018）在文献中指出，引进学习通在线教

育平台辅助移动信息化教学，能够改善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提高学习效率，同时

也给教师带来挑战，教师的备课任务和压力可能大大提升。 

目前对于学习通在线教学平台使用情况的研究较少，且多数以是否能够提高传

统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效率为主要研究方向，对于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影响

因素的探究少之又少。在线下授课过程中，其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可以扩宽课

程授课模式，增加师生互动等，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有效提高授课质量；在

疫情的特殊时期里，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也为全国教师的授课提供平台，确保课程的

有序进行。因为教师作为课程的主导者，其对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等教学类APP的使

用情况，往往决定着学生的使用情况，进而影响着课程质量，所以作者以教师为研究

主体，对于影响其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根据得出的结论对

该软件的改进方法提出相应的建议。 

 

2. 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虽然用层次分析法（AHP）可以系统的分析各个因素的影响权重，但该方法容易

受主观判断、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使决策产生偏差；而模糊综合评价法则可以用精确

的数字手段处理模糊的评价，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可以有效规避偏差的出现，确保决策

准确性。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的因素很多，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AHP）

提出影响因素评估模型，从使用便利度、资料、功能、设计这4个方面确定各级指标

的权重，然后根据模糊综合评价的理论，对各级指标及整体进行计算和评估，研究结

果对于指导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的改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下文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Saaty于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

是一种由主观定性设计层级架构，再通过定量分析的多目标决策方法。此方法避免了

单一定性或定量的缺点，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 

AHP的计算过程可归纳为四步，具体计算过程的简述如下： 

第一步：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本文构建判断矩阵M时使用标度1-9。mij表示mi对mj的

相对重要度。其中1、3、5、7、9分别代表着递增的不同重要程度。Mnn的上三角区域

与下三角区域的数值成倒数关系（Mij = 1/Mji）。 

第三步：计算权重并进行排序。根据判断矩阵M，求出特征向量、最大特征值等，

再经过数据处理算出每一层级指标的权重，并将其进行排序得到其重要度。 

第四步：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的目的是验证上述计算的结果，层级架构是否

合理。当各准则层指标的CR值小于0.1时，一致性检验通过，则层级架构合理，无需

调整。 

 



 

93 

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首先将对影响教师课程使用教学类APP的关键因素按照一定的等级进行划分，形

成评语集V，评价等级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很差。  

接着以二级评估为指标，邀请多位专家进行打分。将所得分数根据表1进行等级

划分，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的结果即为该二级指标所对应的不同评语元素的隶

属度。总评价矩阵由n个因素的评价集组成，通常以R表示。 

最后已知权重向量W和评判矩阵R，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B = W*R来进行综合性

评判，得出最终结果。 

 

表 1. 评价等级换算表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很差 

百分制区间 100-90 90-80 80-70 70-60 60以下 

中位数 95 85 75 65 35 

 

3. 实例应用 

3.1 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层级架构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与几位使用学习通年限较长的教师进行深入访谈，最

终确定从4个维度对本次研究进行考虑，分别是便利度（B1）、资料（B2）、功能（B3）、

设计（B4）。四个维度下又各含有3-4个指标，共14个指标（如表2所示）。 

 

3.1.1 便利度 

教师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向线上转化时，往往最难克服的就是习惯，如果新的事物

无法为其提供便利，那他们就会选择原有的教学模式。因此便利度对教师是否使用学

习通，在线教育平台辅助教学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本文主要从操作简便度（C1）、

转换流畅度（C2）、软件兼容性（C3）这三个因素来进行探讨。 

 

3.1.2 资料 

资料是指教师可以在学习通中，整理上传与课程学习相关的文件，方便学生在课

堂学习中及时获取，无需再登录其他网站进行下载，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因此，能

否通过建立与课程相关的资料库提高课程学习效率，对于教师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分别从课件资料（C4）、课程题库（C5）、课程作业（C6）、公选资料（C7）这

四个指标进行探讨。 

 

3.1.3 功能 

功能是否齐全、能否满足教师的所有上课需求，也是教师较为关心的一个影响因

素。平台能否支持教师自行上传资料、自身是否可以提供其它资料、互动功能是否多

样且便利，是影响其使用的原因。本文主要从课程资料上传（C8）、其它公共资料

（C9）、互动功能（C10）这三个指标进行探讨。 

 

3.1.4 设计 

设计指软件使用中会影响用户体验感的设计，如个性化服务就能够提高教师的

使用兴趣，离线功能也是一款较好的软件所应该具备的功能。本文从个性化服务

（C11）、离线功能（C12）、重复通知（C13）、减少广告（C14）这四个指标进行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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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关键因素的各级评估指标及编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便利度 B1 

操作便利度 C1 

转换流畅度 C2 

软件兼容性 C3 

资料 B2 

课件资料 C4 

课程题库 C5 

课程作业 C6 

公选资料 C7 

功能 B3 

课程资料上传 C8 

其他公共资料 C9 

互动功能 C10 

设计 B4 

个性化服务 C11 

离线功能 C12 

重复通知 C13 

减少广告 C14 

 

3.2 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 

将同一级的指标按照重要性程度以 1-9 的标度进行两两比较，一级指标权重计

算如表 3，二级指标权重计算如表 4~表 7。 

 

表 3. 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关键因素的判断矩阵及权重 

A B1 B2 B3 B4 W0 

B1 1 4 5 2 0.213 

B2 1/4 1 5 1 0.080 

B3 1/5 1/5 1 6 0.636 

B4 1/2 1 1/6 1 0.071 

随机一致性比率 CR=0.09<0.1，满足一致性要求 

 

表 4. “便利度”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关键因素的判断矩阵及权重 

B1 C1 C2 C3 W1 

C1 1 7 1 0.493 

C2 1/7 1 3 0.085 

C3 1 1/3 1 0.422 

随机一致性比率 CR=0.08<0.1，满足一致性要求 

 

表 5. “资料”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关键因素的判断矩阵及权重 

B2 C4 C5 C6 C7 W2 

C4 1 3 4 5 0.151 

C5 1/3 1 1 5 0.389 

C6 1/4 1 1 7 0.409 

C7 1/5 1/5 1/7 1 0.052 

随机一致性比率 CR=0.08<0.1，满足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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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功能”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关键因素的判断矩阵及权重 

B3 C8 C9 C10 W3 

C8 1 7 4 0.696 

C9 1/7 1 4 0.075 

C10 1/4 1/4 1 0.229 

随机一致性比率 CR=0.07<0.1，满足一致性要求 

 

表 7. “设计”影响教师使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关键因素的判断矩阵及权重 

B4 C11 C12 C13 C14 W4 

C11 1 1 2 1 0.287 

C12 1 1 1 1 0.174 

C13 1/2 1 1 2 0.279 

C14 1 1 1/2 1 0.260 

随机一致性比率 CR=0.06<0.1，满足一致性要求 

 

由表 8可得，在一级指标中，“功能”是教师使用教学类 APP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二级指标中，“课程资料上传”对教师使用教学类 APP有着较大的影响。 

 

表 8. C层各元素相对于 B层与其相关的元素的权重 

便利度 0.213 

操作便利度 0.493 

转换流畅度 0.085 

软件兼容性 0.422 

资料 0.080 

课件资料 0.151 

课程题库 0.389 

课程作业 0.409 

公选资料 0.052 

功能 0.636 

课程资料上传 0.696 

其他公共资料 0.075 

互动功能 0.229 

设计 0.071 

个性化服务 0.287 

离线功能 0.174 

重复通知 0.279 

减少广告 0.260 

 

3.3 模糊综合评判 

3.3.1 建立评价矩阵 

本次评价矩阵先邀请5位专家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打分，再按照表1对打分结果进

行归类，最终建立单因素评价矩阵Rk = {rab}，其中 k 表示第 k 个一级评价指标，rab

表示该一级评价指标下，第 a 个二级评价指标的评价结果等级 b，得到专家评价矩

阵如图所示： 

 

R1= [
0  0.4  0.4  0.2  0
0  0.4  0.4  0.2  0
0  0.4  0.4  0.2  0

] R3=[
0  0.6  0.2  0  0.2
0  0.4  0.6  0  0 
0  0.6  0.4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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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  0.6  0.4  0  0
0  0.8  0.2  0  0
0   1   0   0  0

0  0.6  0.4  0  0

]   R4=[

0  0.6  0.4  0  0
0  0.2  0.6  0.2 0
0  0.6  0.4  0  0
0  0.6  0.4  0  0

] 

 

3.3.2 单因素评价 

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公式B = W*R计算可以得出矩阵B1、B2、B3、B4。 

 

B1=W1*R1=（0，0.4，0.4，0.2，0） 

B2=W2*R2=（0，0.842，0.159，0，0） 

B3=W3*R3=（0，0.585，0.2758，0，0.1392） 

B4=W4*R4=（0，0.5304，0.4348，0.0348，0） 

 

将评价矩阵换算成百分制后B’1=77；B’2=83.495；B’3=75.282；B’4=79.956。评价

矩阵代表着专家对一级指标的评价：B2是4个一级指标中为最高分，说明资料因素在

教师课堂教学使用中较为突出；B1和B4的打分也靠近于80分，表明功能和设计因素也

对教师使用教学类APP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而B1还处于中等评价得分，说明使用

便利度因素相较于其他因素而言，对教师影响力较小。 

 

4. 问题与对策 

4.1 问题 

虽然一级指标“资料”在本次研究中为影响教师使用教学类APP的关键因素，但从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其在专家打分中并未达到85分；由此可见，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

在课程资料库的建立方面尚有完善的空间。在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后发现，学习通在

线教育平台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4.1.1 课程之间资料互通便捷度不高 

虽然可以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上进行资料互通，即教师上传资料到A课程，可

以从A课程的资料库将资料转发到B课程的资料库中，但转发的过程中只能选取一份

资料，无法完成多份资料同时转发。 

 

4.1.2 平台上修改资料层级的灵活性不够。 

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上资料层级的修改方面灵活度不够。在上传资料到资料库

的过程中，不小心点错了资料库的层级，无法移动文档，只能删掉重新上传。例如将

本该上传到二级资料库的资料上传到一级资料库中，无法通过移动文档的层级等较

为轻松的办法，进行更改文档的资料库级别。 

便捷度不够的资料转发机制和灵活度不够的层级修改问题，不仅会增加教师的

工作量，影响其在学习通在线教育平台的使用体验，而且可能会对学习通的正常使用

产生影响。例如在疫情期间，全国学生都在家中进行线上教学，在较为集中上课的时

间段学习通曾出现卡顿，无法正常进入课堂学习、上传和下载资料的情况。 

 

4.2 对策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学习通应尽快完善资料互通和开发灵活的层级

修改功能，并提出以下具体两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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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在平台的转发机制中增设多项资料管理的选项 

在转发机制中增设多项资料管理的选项，教师可以通过该选项对资料进行统一

的选取和转发，避免资料转发机械性操作反复进行，有效提高教师办公效率，使得学

习通在线教育平台更好地服务于课程。 

 

4.2.2 增加资料层级之间转换的灵活度  

当出现资料层级设置出错时，可以对资料进行十秒钟的长按，来触发资料的设

置，进而可以保证资料层级之间可以灵活转换；教师在设置出错时，只要返回重新长

按设置即可，无需再进行删除文档，重复上传等繁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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