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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开放英语教育零辍学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识别影响英语学习者不放弃学业的情感因素，对于

探讨开放教育机构行动取向颇为有益。本研究在对来自广东省四所地市级电大的 27 位英语学习者进行质性研

究的基础上，借助 NVivo9 分析软件分析了零辍学现象背后的情感因素。研究表明，情感因素是零辍学现象的重

要影响因素; 四所电大情感因素分布情况不一，各具特点; 学习者主要采用面授为主、网络为辅的学习方式; 教

材、复习资料成为学习者意见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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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于网络的远程开放教育的日益发展，高辍学率问

题已经不容忽视。然而，不同阶段辍学率是否相同? 辍学原

因是否一致? 经历了第一学期较大规模的辍学后，第二学期

情况会怎样，辍学人数继续增加还是减少? 程度如何? 如果

减少，主要原因何在? 然而，目前针对开放教育辍学现象开

展的跟踪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主要依托“远程开放教育

辍学研究”课题展开，研究对象为广东电大系统开放英语

2010 春本科学生，回答上述问题正是该课题研究第二阶段的

内容。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发现，在广东电大系统内招收英

语本科专业，且在地域、经济发展层次、学生人数等方面皆有

代表性的六所地市级电大( HJ、ZH、GD、ST、JM、FS) 中，HJ、
ZH、XB、ST 四所电大第二学期出现零辍学现象，而 JM 电大

有 2 人辍学，FS 电大 6 人辍学，辍学人数共 8 人，占总人数的

6%。相比第一学期 17 人辍学( 占总人数 11% ) ，第二学期

辍学人数减少了 9 人。鉴于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探究辍

学原因 ( 详 见: 罗 红 卫 等，2011; 刘 永 权，2011; 杜 永 新 等，

2011; 郭红霞等，2011; 杨永健等，2011; 陈杰，2011 ) ，为现阶

段的深层扩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始依

据，本研究将从另一视角着手，聚焦在第二学期为何大多数

电大出现零辍学现象，是什么原因使得学习者不再流失，管

理者采取了哪些应对辍学的有效措施等。为此，我们对发生

零辍学现象的四所电大及其部分英语本科学习者进行了访

谈，并通过 NVion9 定性分析软件对访谈文本中进行编码、分
析，研究开放英语教育零辍学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识别影

响英语学习者不放弃学业的情感因素，以期为开放教育机构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本研究所提到的“零辍学”是指目前开放英语教育中按

学期连续进行学习活动，中途不存在“休学、退学、未注册、违
纪开除、转学”等辍学现象。简言之，“零辍学”就是指学习

者按学期连续学习，不存在放弃某一门课程的学习或者正式

在学校办理退学、休学或转学手续的现象。

相关研究

学习者自身的自我监控能力、情感状态是开放教育中保

证专注学习的关键。在传统课堂里，学生的能力水平决定着

学习效果，而网络课堂上的学习效果最主要的预测指标是学

习者能否全身心投入( Salomon ＆ Almog，1998 ) 。然而，开放

英语教育实践表明，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网络英语学习者

在学习适应能力、自控能力方面表现不佳，情绪起伏大，焦虑

感与孤独感日益明显，但目前对社交情感策略的研究还相对

薄弱( 文秋芳等，2004) ，由此导致学生的流失率高，其中，就

读网络教育英语本科专业的学习者尤为突出。罗红卫等

( 2011) 研究发现，辍学的主要原因是情感在场的影响作用，

消极情感极大地影响着开放英语教育本科学习者的学习态

度; 与此同时，情感交互的不到位导致学习者学习兴趣降低，

也是影响远程英语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杜永新等( 2011 )

认为，学习者的心理体验结果与认知负荷、学习成绩、学习满

意度、学习有用性和自我效能感有关，因此负面的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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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源于学习过程中各种不成功经历的累积，在学习者的

“在学”或“辍 学”决 策 过 程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杨 永 健 等

( 2011) 提出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变化、学习基础薄弱、工作与

学习之间的矛盾、工作与考试时间的冲突、学校的支持服务

不到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往往会对学习者形成冲击与压力，

如果冲击与压力超过学习者的承受范围，学习者就会产生孤

立、绝望等情绪，辍学行为就易于发生。齐艳生( 2011 ) 对辍

学者的访谈出人意料地促成了他们继续学业，并发现学习者

的辍学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从辍学到决定

继续学业，除了自身对知识的渴求外，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校

方包括校长、辅导员、老师( 研究者) 、同学间的直接话语交流

和由此产生的彼此间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郭红霞等( 2011 )

发现辍学者本身存在工作压力、家庭责任、时间不足、身体不

佳、学习负担过重等问题，在受到外部条件干扰时，较容易产

生动摇，无法真正提高学习兴趣，导致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差，最终学无所获，甚至辍学。以上研究说明开放教育中情

感缺失问题是引发辍学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未辍学

者为何没有辍学? 情感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

的作用? 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
( 一) 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即研究者深入实际情境，通

过一系列观察，凭借田野笔记、对话、照片、录音、便笺等手

段，阐释实践活动以描述具体的日常世界。具体表现形式有

访谈、个案材料、内省记录、个人经验、器物、生活史、文化文

本、观察文本、互动文本、历史文本和视觉文本等 ( Denzin ＆
Lincoln，2000) 。质性研究常用于微观层面的自然情境，通过

细致、动态地描述和分析个别事物，从而对事物的“质”得到

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 陈向明，2000 ) 。本研究采用

“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最常用的理论建构方法 ，即通过

对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挖掘开放英语教育零辍学现象背后

的情感因素，并通过编码找出关键概念的关系模式，这是一

个经过比较、思考、分析、转化以形成概念、构建理论的过程，

目的在于挖掘和发现隐藏在其后的重要的情感因素。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为访谈内容，采用 NVivo 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NVivo 是目前流行的专业的计算机辅助定性分析软

件，具有将定性数据尽可能量化的取向，由 QSR 公司十几年

前推出，可以管理文档、PDF、视频、照片和音频等文件中的

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快速深度的定性分析和发现。其通过创

建项目、收集来源材料、创建节点、简单编码，突出显示关键

要点; 实施查询以在数据中查找模式、为模型制图; 直观显现

数据中的链接、创建图表、运行报表等功能，帮助研究者简单

组织和构造复杂信息，提取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 记录研究

思考过程，快速唤起回忆或进行后续分析。NVivo 最为突出

的优势是强大的编码功能。本研究使用最新的 NVivo9． 0 版

本，主要使用了数据编码、数据分析和统计功能，通过对访谈

数据的主题编码和层次编码，反复分析访谈资料间的显性以

及隐性关系，以检验假设。
( 二) 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本研究共选取第二学期零辍学的四所城市级电大的 27
位在读学习者作为集体访谈的对象，其中来自 HJ 电大的有 8

人，ZH 电大 8 人，GD 电大 5 人，ST 电大 6 人，主要运用半结

构性、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者事先拟定了一个开放式的采

访提纲，包含若干个问题。访谈中主要涉及这些问题，也注

重对由问题展开的细节的探究，如了解受访者过去发生的某

些“行为事件”，包括受访者在网上学习学到什么内容最开

心，学到什么最不高兴; 最沮丧或遇到困难时有没想过放弃，

为什么坚持下来; 天气特别不好时，还是否去学校上课，有没

有打退堂鼓的想法等。访谈地点和场所由学习者确定，如单

位会议室或教室，访谈时间大约一个小时。访谈全过程被详

细记录和录音，所有访谈录音被转录为文字以便深入分析，

转录工作主要由研究者本人和受访者所在学校参与本研究

的人员完成。整理访谈资料时，我们对每一份访谈文本都进

行编号，编号信息包括: 收集资料的时间、收集资料的单位以

及访谈对象人数，如 201103-HJ-08 表示 2011 年 3 月在电大

访谈的 8 位学习者。材料经过编号，导入 NVivo 的内部材料

( Internals) 中，进行统一的资料管理。NVivo 的备忘录是关

于研究思路和观察的记录，在对资料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

经常可以撰写并分析备忘录，以补充描述观察分析的内容。
1) 研究者首先认真阅读每一份即将导入 NVivo9． 0 中的

访谈文本，审读多次后，将文本内容熟记于心，以形成初步的

整体概念。
2) 着手编码和分析。在整个数据分析过程中，这是相当

重要、甚为关键的步骤。在 NVivo9． 0 软件界面中可以看到

导航栏 Navigation 中 Sources、Nodes、Sets、Queries、Models 等

内容，编码主要通过节点 Nodes 进行。节点一般分为自由节

点和树状节点。编码时，如果一段文字涵盖几个节点，则应

在不同节点下分别标记; 如果不能确定节点属于哪个树状节

点，则暂时标记为自由节点。树状节点又分为母节点( parent
node) 和子节点( child node) ，也有研究将其译为主题节点和

层次节点。比如，本研究中“为什么坚持下来”主题节点，包

含 3 个层次节点“个人意志”、“工作需要”、“情感激励”。编

码标准依据相关词语或者内容出现的频率，如若某个主题或

概念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则具有一定的意义范式，那么我们

应该聚焦这些主题。例如，在 27 位访谈者中，在回答“一年

中，感觉最愉快的事”的问题时，“考试通过”、“受到赞扬”
这两种说法被反复谈起，因此，我们使用“考试相关”、“情感

因素”作为层次节点，在资料中寻找相关的内容，并将这些内

容编码至这两个节点下。斯特劳斯( Strauss) 根据编码的三

个阶段将编码分为三种类型: 开放式编码( open coding) 、轴

心式编码( axial coding) 和选择式编码( selective coding) ( 盖

尔·詹宁斯，2007) 。开放式编码属于形成意义阶段，即第一

个阶段。此阶段我们共得到 17 个主题，58 个开放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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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第二个阶段是轴心式编码—形成概念词阶段，即对 17
个主题、58 个开放式编码进一步归纳、概括，合并意义相同或

相近的编码，理顺开放编码中的层次关系，使得概念词具备

更大的解释力，更为精确全面地解释现象，例如，单位的支

持、交往对象、年龄、令人沮丧的学习内容等，我们统一将其

归于非重要影响因素这一主题类属。在第二阶段，我们将所

得出的开放式编码归纳为三个主题，即重要影响因素、非重

要影响因素和建议或意见，编码数分别为 20、7 和 31。接着，

进入编码的最后一个阶段———选择式编码，即核心类别的形

成阶段。从上述编码中筛选更具概括性和解释性的主题，进

行高度抽象，通过更小的范畴以表示所要解释的概念。由

此，得出两大重要影响因素: 情感因素和学习方法，其中，情

感因素包括: 动机、关爱、沮丧、快乐、信心、兴趣、自律 7 个核

心内容，编码数目为 595; 学习方法包含 3 项核心内容，编码

数目为 79，详见图 1。

图 1 重要影响因素编码

3) 建构理论。完成三个阶段的编码后，需要寻找、发现、
分析各个核心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是如何相互作

用和相互影响的。这一任务主要凭借 NVivo9． 0 的 Metrics
( 矩阵) 和 Query( 查询) 功能，将已经编码好的资料作为查询

的目标，根据搜索条件创建节点矩阵，以直观的矩阵形式深

入了解高度相关的两个概念间的重要的相互关系。例如，将

电大“GD”、“HJ”、“ST”、“ZH”及“情感因素”两概念做交集

进行查询，矩阵编码结果见图 2，单元格中的数字表示“参考

点”( reference) 指该主题在文本中总共出现的次数所占百分

比。反复查询后我们发现，在零辍学的重要影响因素中，情

感因素中的“参考点”远远超过学习方法因素，自律、快乐、动
机的参考点分别为 174、116、102，排在前三位，说明这三个因

素是四个未出现辍学现象的电大的学习者共同拥有的主要

特征。

图 2 四所地市级电大零辍学情感因素编码参考点所占比例

通过 NVivo9． 0 软件中的“编码比较”( coding compari-

son) 功能，两位研究者独立编码相同的文本材料本研究通过

“编码一致百分比”衡量原始材料编码的一致程度，以保证研

究的信度和效度，见表一。结果显示，随机抽样文本中 8 个

节点的一致百分比在 83% ～94%之间，表明编码者一致性程

度较为合理，本次编码具备必要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表一 编码一致百分比

节点 动机 关爱 沮丧 兴趣

一致百分比% 91． 03% 89． 14% 87． 21% 86． 92%

节点 自律 快乐 信心 学习方式

一致百分比% 84． 58% 93． 65% 90． 23% 83． 74%

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四所地市级电大 27 位开放英语教育学习者的深

入访谈以及对访谈数据的仔细梳理，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 一) 情感因素是零辍学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开放英语教育零辍学现象背后重要的影响

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 情感因素和学习方法，而前者在所有

影响因素中所占比重很大，是不容小觑的关键因素。在访谈

中，学习者提到的与情感相关的主题在文本中总共出现 595
次，而学习方法的参考点仅为 79 次。根据参考点的数目，本

研究提炼出的情感因素从多到少依次为: 自律( 174 ) 、快乐

( 116) 、动机( 102 ) 、关爱( 61 ) 、兴趣( 60 ) 、沮丧( 57 ) 、信心

( 25) ( 见图 1) 。
自律包含“面授是否都能来参加”、“天气不好是否会影

响参加面授”两个层次的主题，其中后一个主题又含有“家校

距离”第二次级主题。针对如“面授是否都能来参加”的问

题，25 位受访者回答是肯定的; 针对“天气不好是否会影响

参加面授”，24 位受访者回答“不会”，而家校距离在 1 小时

左右( 或以上) 车程的学习者有 14 位，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学

习目标，学习者有着较强的个人意志以及相当的自律性。快

乐包括“单位的支持”、“交往对象”、“令人开心的学习内

容”、“一年多，感觉最愉快的事”四个第一层级主题，其中

“交往对象”包含“沟通内容”第二次级主题，因为与交往对

象的沟通极大程度上会影响交谈者的快乐情感。当被问及

“令人开心的学习内容”时，16 位学习者回答“与课程学习有

关”，7 位回答“有趣的内容”，4 位回答“与工作相关的内

容”; 针对“一年多，感觉最愉快的事”，“考试通过”、“被赞

扬、羡慕”是学习者屡次提到的内容，这表明目标实现和情感

激励是学习者坚持学业的快乐源泉。动机包含三个层次主

题:“报读原因”，“为什么坚持读下来”，“一年多，感觉最愉

快的事”。从结果可以看出，学习者的主要动机源于工作需

要和对英语的兴趣爱好。关爱含有“沟通内容”、“为什么坚

持读下来”两个层级主题，与同学之间的沟通内容，“除了学

习，关于其他”的参考点较之“关于学习”要多出 3 个，说明同

学间关系平等，更容易交流，是学习者首先想到的沟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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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重要影响因素之中的情感因素

情感
因素

参考
点

此类主题下属的开放代码陈述举例
情感
因素

参考
点

此类主题下属的开放代码陈述举例

自律 174

有时忙完工作，还赶过来上课呢。(GD36)

我基本都争取来，不能来一定和老师请假。(GD36)

我们同学之间一般都会沟通，如果都有事不能来，请
老师调课。我们基础不好，觉得面授比较重要。(GD36)

坐车来，坐摩托车，一个钟头。(HJ42)

我在学校门口可以坐公车。在村小学比较难，出来没
有车。我在镇里，也比较方便。有时也会不来，但一年
到头只有一两次。(HJ42)

可以的，上学期全勤啊。(ST36)

天气不好也是要去的，因为学费很贵，一节课不去就
浪费很多钱，还有就是进度跟不上。(ST36)

天气不好还是会坚持，除非妈妈阻止。(ZH60)

除了台风，都会坚持。(ZH60)

快乐 116

考试过关，成绩高，大家表扬我时，内心觉得自己好
牛。(GD23)

( 跟) 同 学 ( 联 系) 多 一 些。方 便 有 车 就 搭 顺 风 车。
(GD23)

课文的内容、有趣的内容、优美的句子。(HJ32)

考试时让我们请假参加考试。(HJ32)

就是拿了几次 90 分的作业，还有同学们的称赞，哎
呀，最近进步了哦。(ST25)

最让我觉得愉快的就是班上的同学都很努力，大家在
隐形中还是会相互竞争，这也是我学习的动力。(ST25)

老师很亲切，学校关心我们。(ZH36)

考试通过! 而且班集体团结，我开心。(ZH36)

动机 102

我喜欢英语。(GD20)

肯定有。但工作需要，我要做这份工作，就得学，所以
继续了。(GD20)

我在县二中做高中英语教师。(HJ27)

从事英语专业工作(教师)。(HJ32 和 HJ27)

想多学点东西，英语是一门很实用的专业。(ST25)

大专念的就是英语专业，希望能再深造。(ST25)

我喜欢英语。(ZH30)

做生意时要用到英语。(ZH30)

信心 25

不知道。不管多久，总是争取毕业。(GD5)

希望能毕业，但不一定能按时。(GD5)

这个肯定的。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HJ6)

无论如何，都要毕业。(HJ6)

当然有了。(ST6)

有，除非我特别重要的事情耽误了。(ST6)

有信心毕业，但不一定能按时。(ZH8)

没问题。(ZH8)

关爱 61

常有这种想法。但家人鼓励我，老师也鼓励我，又想换
个工作，所以就坚持下来了。(GD12)

想过不读，尤其是要补考的时候。但家人鼓励我，又觉
得有八年时间给我学习，再说不读，一年学费会浪费，所
以就读下来了。(GD12)

没想过不读书。大家一个战线的，不陌生，互相鼓励、
帮助。(HJ19)

没想过不读。有伴学，不孤独。(HJ19)

(与同学沟通)一般都是学习上的，比如跨文化交际这
课，有些 案 例 自 己 比 较 难 懂，就 会 和 同 学 进 行 讨 论。
(ST12)

(与同学沟通)大部分是关于聚会的，小部分是关于学
习的。(ST12)

但我们有专职助学辅导员，还有思政导师，他们经常打
电话跟我们联系，不好意思不继续读。(ZH18)

你们看我就知道，我身有残疾，学习不方便，家庭经济
也不好，打过多次退堂鼓。但是学校了解我情况后，又是
经济上资助我，又是找老师帮我辅导，使我有信心读下
去。我很感激学校的。(ZH18)

兴趣 60

我喜欢英语。(GD10)

喜欢，工作也要用。(GD10)

在中专时就学英语。(HJ16)

情有独钟。(HJ16)

因为一直都在读这个专业，对这个专业是又爱又恨，又
不舍得放弃。(ST18)

以前兴趣不大，现在很有兴趣。(ST18)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ZH16)

挺喜 欢 英 语 的，因 为 家 里 就 只 有 我 是 教 英 语 的。
(ZH16)

沮丧 57

好多科目学起来都难。(GD10)

生词多的文章。(GD10)

最讨厌语法! 难! (HJ17)

现在学的那些内容比较难。(HJ17)

和老师沟通不好或对学习内容不了解。(ST13)

比较难懂，难学的科目。(ST13)

原版英文文章，词汇多，语法结构也搞不清，稀里糊涂。
(ZH17)

不是 很 支 持，因 为 会 和 工 作 冲 突，基 本 不 能 请 假。
(ZH17)

注: 例句后括号内编号是指不同电大的学习者提到此内容的次数。

沟通相关学习信息可以体现同学间的互相关爱，而其他信息

的沟通是学习者更为希望的方面，其不但可以引发诸如快

乐、愉悦等积极情感，而且还促进、增强这些情感，并提高英

语认知能力。针对“为什么坚持读下来”的问题，来自学校、
老师、家长、社会的关爱，即“情感激励”与“个人意志”一样，

是学习者坚持学业的直接而重要的因素。“报读原因”、“对

英语感兴趣程度”都归于“兴趣”主题。27 位被访者中，26 位

对英语感兴趣，由此说明，兴趣与坚持学业的相关度极高。
沮丧包含“单位的支持”、“令人沮丧的学习内容”两个层次

主题，“与工作冲突时，不支持”，以及“课程难”的参考点数

在编码中排前列，表明单位的支持与否以及学习课程的难易

程度容易引发学习者消极情感“沮丧”的产生。至于信心主

题，回答较为一致，22 位同学有信心完成学业，其中，17 人明

确表示能够按时完成，5 人不确定完成时间。具体归于各情

感因素类属的访谈者陈述举例见表二。
( 二) 四所电大情感因素分布情况不一，各具特点

根据数据编码中参考点所占百分比，四所零辍学的地市

级电大学生情感因素分布状况不均匀( 见图 2) ，所占百分比

从高至低分别是 ZH( 33% ) 、ST( 24． 2% ) 、GD( 22． 13% ) 、HJ
( 20． 67% ) 。其中，关爱因素尤其突出，如 ZH 电大，所占百

分比达到 43． 46%，高出 GD( 24． 53% ) 近 20 个百分点，其次

是 ST( 17． 47% ) 、HJ( 14． 54% ) ，这说明相比较而言，ZH 电大

的学习者得到的关爱。ZH 电大的快乐因素( 31． 51% ) 所占

百分比也比其他三所电大高，这与学习者所受到的关爱正相

关。关爱、快乐导致学习者的自律性提高，ZH 的自律因素所

占比例 30． 32%，处于首位。由此说明积极情感会引发学习

者良好的行为情感( 自律) 。为何 ZH 的学习者会产生上述

积极情感? 这与 ZH 电大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措施密切相关: 第一，实施思政导师和助学辅导员制度，经

常联系学习者，困难时鼓励他们，并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

二，对于考试及格率低、学习难度大、制约学生毕业的课程，

除了增加面授课，还专门安排考前集中辅导; 第三，针对残疾

学生、困难学生，学校减免学费，对来自工业园区、农村的学

生凭劳动合同和户口簿享受 20%的学费优惠，为生病的家庭

困难的学生捐款，尊重学生的意愿，退学不问理由即退费等;

第四，成立了多个学生社团，举办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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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年一度的“沐浴在开放的春天”元旦晚会，以及爬山、烧
烤等，还有学习者在活动中快乐地喜结连理; 第五，设立学生

活动专项经费，按当年学费总额 2% 的比例提取，用于学生

活动。

关于动机因素，HJ 电大( 动机 36． 73%、信心 44． 98% )

最为典型，例如，有学习者提到“这个肯定的。再大的困难也

要克服。”“不管怎样，都要毕业。”“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都

不能耽误毕业。”为何学习者如此充满信心? 经过调查得知，

HJ2010 春英语本科班是当地教育机构委托 HJ 培训的班级，

所有学生由当地教育机构选拔产生，不但为当地培养优秀师

资，而且也可以提高当地学校教师的知识、学历水平，学生的

学习表现在单位与个人的绩效评估挂钩，因此，学习者受到

当地教育机构以及 HJ 的双重监控，特殊的背景使得生源动

机驱动明显，信心大增，同时，自律因素( 26． 47%，排列第二

位) 也由此被加强。对于兴趣因素，ST 学习者( 45． 44% ) 远

远高出其他三个机构———HJ ( 21． 44% ) ZH ( 21． 23% ) 、GD
( 11． 89% ) ，说明 ST 电大学习者对英语的兴趣最大。总的来

说，在每一所电大中，各情感因素在四所电大所占百分比各

不相同。自律和关爱因素在 GD 较为突出; 信心、自律因素

在 HJ 明显; 兴趣、沮丧因素在 ST 较为典型; 关爱、快乐因素

在 ZH 极具代表性。
( 三) 学习者主要采用面授为主、网络为辅的学习方式

在开放英语教育零辍学的重要影响因素中，除了情感因

素，还有就是学习方式。26 位学习者认为面授对于他们的学

习至关重要，一定的面授时间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考试，所以，

在各种天气情况下，他们会努力克服困难参加面授。同时他

们也认为，只参加面授还不足以完成学业，辅以网络学习，才

能实现学习目标。
( 四) 教材、复习资料成为意见焦点

根据访谈编码，本研究也提炼出了学习者对现行开放英

语教育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建议和意见不归于重要影响

因素，作为研究内容之一单独列出、编码。建议和意见聚焦

在教材、复习资料方面，教材内容陈旧、与现实脱节、与工作

不相关是学习者突出的看法; 其次，复习资料长期不更新、与
考试相关度较低也是在学习者的意见所在，见图 3。需要补

充的是，学习者多是 70 后和 80 后，基本无家庭拖累。研究

揭示学习者的年龄与辍学问题相关程度极低，影响甚小，可

以忽略不计。

结 论

心理学研究揭示，情感极大地影响着认知、记忆、动机等

方面。各项有关大脑以及情感的研究已经证实认知与情感

互不对立，在人类的任何学习情景中，认知与情感互为补充，

认知依赖于情感，情感促进认知。记忆的特性和发展影响着

情感的特性和发展，记忆和情感各个方面的合作对于行动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动机、目标的抵达实现会产生积极

情感，而目标受挫则会产生消极情感。本研究在对来自广东

图 3 建议或意见

地区四所地市级电大 27 位英语学习者进行质性研究的基础

上，借助于 NVivo9． 0 分析软件，分析了零辍学现象背后的情

感因素。研究得出四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第一，情感因素是

零辍学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四所电大情感因素分布

情况不一，各具特点; 第三，学习者主要采用面授为主、网络

为辅的学习方式; 第四，教材、复习资料成为学习者意见的焦

点。通过分析情感因素分布情况，本研究还分析了相关电大

为实现零辍学目标采取的有效措施。本研究对于探讨开放

英语教育零辍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识别影响英语学习

者不放弃学业的情感因素，反思目前开放教育教学模式、管
理模式，建立人性化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教育教学理念，

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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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be into the reasons why learners no longer drop out in the second term in the
open English education programs，and to identify the hidden emo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ers＇ actions． Findings
can be quite useful to ope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in their decision making． Using the NVivo9． 0 analysis soft-
ware，the study explores the key emotio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nil dropout rate through interviewing 27 learners
from 4 branch schools of Guangdong Radio ＆ TV University． Four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is study: 1) Among
all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learners＇ continuation with their studies，emotional ones are of greatest importance; 2) The e-
motional factors are distributed differently in four branch schools; 3 ) Most interviewees prefer face-to-face learning，

but see online learning as a useful complimentary way of learning; 4) The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availa-
ble exam study materials are the focus of the learners＇ un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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