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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交互设计可以促进学习吗？
要要要基于 53项实验与准实验的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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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互设计可以增加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的互动性袁从而促进其主动学习袁因而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遥 然而袁交互设计在教学视频中的作用尚存在一定争议遥 因此袁研究纳入 53项国内外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袁系统地分

析了交互设计对视频学习的影响遥 主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袁视频中的交互设计对总注视时间尧学习参与度尧学习动机尧学习

满意度尧保持成绩尧迁移成绩和延迟测试成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袁但对认知负荷的影响不显著遥 研究进一步从交互功能

特征尧学习者特征尧学习材料特征尧学习情境特征四个维度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袁结果发现袁交互设计的作用受到多种因素

影响袁如交互类型尧先验知识尧学科领域尧学习步调等遥 因此袁在设计和实施教学视频时袁应全面考虑交互设计的本身特

性尧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袁以更有效地发挥交互设计在教育中的优势遥

[关键词] 教学视频曰 交互设计曰 学习效果曰 主动学习曰 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杨九民渊1969要冤袁男袁湖北枣阳人遥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事教学设计尧教师教育研究遥E-mail院yjm@ccnu.edu.

cn遥 皮忠玲为通讯作者袁E-mail院pizl@snnu.edu.cn遥

DOI:10.13811/j.cnki.eer.2024.07.007 学 习 环 境 与 资 源

基金项目院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野生成性学习策略影响视频学习的认知神经机制及智能干预研究冶 渊项目编号院

62177027冤曰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野共同观看对视频学习的影响及多模态预测模型建构冶 渊项目编号院62377035冤

一尧引 言

优质数字资源的构建与共享对于缩小教育数字

化水平差距及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遥 视频以学习内容的多样性和易获取性为优势袁已
成为主流数字资源遥 然而袁对于视频学习的有效性研
究结果却并不一致[1]遥视频学习相对被动袁学生往往缺
乏与内容的互动袁导致较为浅层的学习过程[2-3]遥 研究
表明袁 在视频中嵌入交互功能可以促使学生更积极
地学习内容互动 [4-6]袁有助于他们对学习内容的主动
构建[7]遥 因此袁如何在教学视频中有效地设计交互功
能袁以促进学习者的主动学习并提高学习效果袁已成

为当前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遥
以往研究从导航尧超链接尧弹幕尧注释尧协作袁以及

综合多个交互功能等方面开展了关于视频中交互设

计对学习的有效性探索袁然而袁已有研究结论并不完
全一致遥 部分研究发现袁在教学视频中增加交互功能
促进了学习袁提高了学习者的保持和迁移成绩袁降低
了其认知负荷[8]遥 然而袁也有研究发现袁交互并没有促
进学习袁例如袁添加目录交互设计后袁学习者很少使用
它袁且其学习效果并没有显著提升[9]遥 此外袁还有较多
研究发现交互活动可能会抑制学习者的学习袁如分散
注意力尧增加认知负荷等[10-12]遥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尧 不同学科尧 不同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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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交互设计存在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遥
综上所述袁教学视频中的交互设计对于学习者学

习效果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袁存在一定的边界
条件袁如交互类型尧交互强度以及视频特征等遥 基于
此袁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袁系统地探讨教学视频中
交互设计的作用及其产生效果的潜在边界条件袁以期
为教学资源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二尧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渊一冤文献综述
教学视频中的交互指在教师尧学习者尧学习内容

和学习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13]袁其目的是通过动态的
反馈和沟通促进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和深度思考遥 例
如袁在面临复杂任务时渊如学习如何打航海结冤袁学习
者可以操纵视频的播放速度和播放方向 渊前进或后
退冤袁 这种交互性允许学习者根据个体认知需求使用
特定功能袁以更深入地理解知识点[4]遥
目前袁关于交互设计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三种各不

相同的理论观点遥ICAP模型渊Interactive-Constructive-
Active Passive Framework冤认为袁交互能够促进学习者
学习袁即随着交互活动增加袁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参
与度越来越高袁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袁从构建
知识到进行交互对话袁从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7]遥
相反袁认知负荷理论渊Cognitive Load Theory冤认为袁交
互活动越多袁学习者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袁这些额外
任务会占用学习者的认知资源遥 由于认知容量有限袁
超出容量限制会导致认知负荷过大袁从而降低学习效
果遥 与认知负荷理论相似袁 注意力分散效应 渊Split-
attention Effect冤也认为袁频繁的交互行为可能会干扰
学习者的注意力[14]遥

关于交互设计在教学视频中的作用袁实证研究也
没有得出一致结论遥部分研究支持 ICAP模型袁它们发
现交互设计能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袁促进学习成绩的
提升[15]遥 另一部分研究则支持认知负荷理论和注意力
分散效应袁这些研究发现袁交互设计带来了额外的认
知负荷袁并且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袁抑制了学习[4袁 10-12]遥
还有研究表明袁学习者未能有效使用交互功能袁导致
学习效果未能得到提升[9]遥随着研究的深入袁研究者指
出袁交互设计能否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袁关键在于
是否确保学习者充分利用交互功能并促进学习者的

主动参与和建构袁而不增加额外的认知负荷及分散注
意力袁这与一些边界条件有关[2袁 16]遥
较多研究结果表明袁 交互的类型是潜在边界条件

之一遥 例如袁Fidan和 Gencel研究发现袁与仅观看视频

的对照组相比袁 接受聊天机器人即时反馈和同伴反馈
的学习者表现出更好的学习结果和更强的学习动机遥
这种交互方式增加了他们与视频内容的互动袁 促进了
学习者的主动参与袁刺激了认知活动[17]遥 然而袁Pi等人
研究指出袁 观看他人的消息或发布消息对学习者的迁
移成绩和注意力产生了负面影响[11]遥 二者的差别主要
源于交互类型的不同遥杨九民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袁将
在线开放课程中的交互分为三类袁包括人要人交互尧学
习者要内容交互尧学习者要界面交互[13]遥 其中袁人要人
交互也称之为社会性交互渊Social Interaction冤[18]袁与学
习者的学习参与度尧满意度尧学习动机以及学习表现
密切相关[15]遥 此外袁学习者与内容和界面的交互袁本质
上是与视频系统产生交互袁对于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存
在不同方面的促进和阻碍作用[2]遥基于此袁本文将交互
类型划分为社会性交互和视频系统交互遥
此外袁交互强度与学习也紧密相关[19]遥 学习者与视

频的互动水平不仅反映了其心理投入程度袁 同时也揭
示了他们从被动学习者到主动学习者的角色转变[20]遥
较多学者对交互强度 渊Interactivity Level冤 进行了界
定袁如 Gao等人将其划分为 5级袁并针对图片和视频
定义了六个交互层次[21]遥Sauli等人将超视频中的交互
分为基本功能渊指暂停和超链接等控制功能冤和额外
功能渊指测验和个人和协作注释功能冤[2]遥 Ploetzner在
一项元分析中进一步将交互分为野导航交互功能冶和
促进记忆理解的野增强交互功能冶[16]遥本文综合这些分
类袁 结合交互结果和交互次数将交互强度进行了划
分袁见表 1院

表 1 交互强度界定

除了交互类型和交互强度外袁还存在一些变量可
能导致交互设计对学习效果产生不一致的影响遥 目
前袁已有较多研究在不同学科背景下探讨交互设计对
学习成效的影响袁揭示了由于学科特性的差异而导致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性[10袁22-23]遥 在学习阶段方面袁研究对
象横跨幼儿园至大学各级教育阶段袁 发现交互设计
对学习成效的影响因阶段不同而异遥 对于学习步调
而言袁有研究发现系统步调优于学习者步调[24]袁反之
亦然[25]遥 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研究情境各有不

交互强度
解释

交互结果 交互次数

低互动
完成简单的视频控制渊导航尧超链

接尧暂停播放冤
较少

中等互动
与学习内容互动袁学习者积极参与

到学习中
中等

高互动 与人协作尧涉及生成性加工活动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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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缺乏元分析研究在统一尺度上的探索遥此外袁不同
学习环境下交互设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可能存在差

异遥 相较于自然和教室环境袁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学
习由于存在较少的外部干扰和潜在的选择偏差袁可能
更有利于积极性较高的学生参与[1]遥在知识类型方面袁
王雪等人的研究发现袁在对比交互控制对陈述性和程
序性两种知识类型时袁不同的交互控制程度对学习者
的影响各不相同[5]遥因此袁知识类型也是影响交互设计
有效性的潜在条件之一遥学习者的先验知识水平也可
能调节交互设计的有效性袁不同经验水平的学习者在
先前知识经验储备尧认知加工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
差异袁对交互设计的反应不同[26]遥 例如袁前嵌问题和反
馈设计对低知识经验学习者有效袁而对高知识经验学
习者无效[27]遥 最后袁有研究发现袁学习者的注意力可能
随着视频观看时间的延长而减弱[28]袁但视频中的交互
功能可以维持学习者的注意力 [29]袁因此袁视频时长也
被视为潜在的调节变量遥 鉴于此袁本文将纳入以上 7
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以交互设计为自变量袁以学习
过程和学习结果为因变量袁以交互功能特征尧学习者
特征尧学习情境特征尧学习材料特征为调节变量袁探究
交互设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袁研究的基
本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遥

图 1 研究分析框架

渊二冤研究问题
基于文献综述袁本文尝试使用元分析的方法回答

以下两个研究问题院
1援 教学视频中的交互设计是否能够影响认知负

荷和注意力袁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效果钥
2援 交互设计对视频学习产生效果存在哪些边界

条件钥

三尧研究思路与方法

渊一冤文献搜索
对英文文献袁 使用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尧

EBSCO host尧Science Direct等进行联合搜索袁 利用关
键词野Interaction / Interactive / Interactivity / Danmaku
/ Online Chat / Test / Question / Problem / Feedback /
Hyperlink / Keyframe / Comment / Note / Label /
Navigation / Annotations冶结合野Video Lecture / Video
Learning / Instructional Video / Educational Video /
Video-based Learning / Video Training冶进行检索遥 对
中文文献袁使用中国知网袁利用关键词野交互设计/交互/
互动/弹幕/论坛/在线聊天/测试/反馈/超链接/关键帧/添
加评论/笔记/标注/导航/播放设置/注释冶 结合 野视频学
习冶进行检索遥 文献搜索分两轮进行袁第一轮在多个数
据库进行广泛搜索袁 第二轮采用滚雪球方式进行进一
步检索和补充遥 所选文献时间跨度为 2003要2023年遥

渊二冤文献筛选
初步检索获得 1087篇文献遥 第一步袁排除来自不

同数据库的重复文献遥第二步袁通过浏览摘要剔除与主
题无关及非实证文献袁随后浏览全文筛选袁PRISMA流
程如图 2所示遥 最终袁 纳入符合标准的 53篇文献袁其
中袁中文期刊文献 4篇袁中文硕博学位论文 14篇袁英文
文献 35篇遥

图 2 文献搜索与筛选的 PRISMA流程

渊三冤文献编码
元分析的文献编码条目包括文献作者及出版年

份尧交互强度渊低尧中等尧高冤尧交互类型渊社会性交互
和视频系统交互冤尧学科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冤尧学
段渊小学尧中学和大学冤尧学习步调渊学习者步调和系
统步调冤尧学习环境渊教室和实验室冤尧知识类型渊陈述
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冤尧先验知识渊高经验和低经验冤
以及视频时长 渊短视频<5分钟尧 中等视频 5~10分
钟尧长视频>10分钟冤[30]遥为保证元分析编码的质量与
可靠性袁由两名成员共同编码遥 初始阶段袁两名成员
分别对随机挑选的 10 篇文献渊约为 20%冤进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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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变量 95%CI
异质性

认知负荷 43 0.027 [-0.098袁 0.152] 105.106 42 约0.001 60.040%
学习区总注视时间 13 0.354* [0.025袁 0.684] 47.583 12 约0.001 74.781%
学习参与度 10 0.349* [0.069袁 0.628] 28.307 9 约0.001 68.206%
学习动机 11 0.236** [0.077袁 0.396] 7.941 10 0.635 0.000%
学习满意度 22 0.139* [0.014袁 0.264] 29.094 21 0.112 27.820%
保持成绩 87 0.171*** [0.072袁 0.269] 249.965 86 约0.001 65.595%
迁移成绩 72 0.349*** [0.202袁 0.496] 385.820 71 约0.001 81.598%
延迟测试 9 0.334** [0.088袁 0.580] 15.226 8 0.050 50.623%

编码袁随后协商讨论编码框架袁达成一致后对其余文
献进行编码遥 编码一致性采用 Kappa系数袁计算得出
一致性为 0.90袁说明编码一致性较高袁编码具有可靠
性遥 对于不一致的编码袁两名成员再次协商确定最终
结果遥

渊四冤效应量生成
本文采用 CMA3.0软件计算效应量并进行后续

分析遥为了解释可能由于样本量小或不相等而导致的
偏差袁选用 Hedges'g作为标准化效应量遥 根据 Cohen
提出的效应量大小判断标准袁将依0.20尧依0.50尧依0.80作
为效应量低尧中尧高的临界值[31]遥 针对一篇文章涉及多
个实验的情况袁 如果实验变量为本文的调节变量袁则
纳入不同的效应量曰如果是非调节变量袁则将其合并
为同一个效应量遥

四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发表偏差检验
本文选取了漏斗图尧 失安全系数渊Rosenthal's

fail-safe Number袁 Nfs冤尧Egeger线性回归检验渊Egeger
Linear Regression Test冤 以及剪补法 渊Trim and Fill
Method冤来评价发表偏差遥从漏斗图的分布情况来看袁
本文所选文献的效应值均对称地分布在中上部分的

左右两侧袁初步判断不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差渊如图 3
所示冤遥从失安全系数来看袁保持成绩和迁移成绩分别
为 697和 1867袁均远远大于野5k+10冶袁表明存在发表
偏差的可能性较小曰但其他变量的失安全系数均远远
小于野5k+10冶袁可能存在发表偏差遥 从 Egeger线性回
归检验来看袁在认知负荷尧总注视时间尧学习参与度尧
保持成绩和延迟后测维度中袁 其 值均大于 0.05袁说
明在这几个维度上存在发表偏差的可能性较小遥针对
以上检验结果的差异袁进一步采用剪补法对合成效应
量两边的文献进行剪补后袁效应量仍显著遥综合来看袁
本文所选的文献不存在较大的发表偏差遥

图 3 整体漏斗图

渊二冤主效应检验
考虑到所纳入文献涉及的干预措施和实验对象

存在多样性袁因此袁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遥主效应检
验发现渊见表 2冤袁交互设计对学习区总注视时间尧学
习参与度尧学习动机尧学习满意度尧保持成绩尧迁移成
绩和延迟测试成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袁 值大于 0.05
且 95%置信区间的下限大于 0遥

渊三冤异质性检验
对所有因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袁 结果发现 渊见表

2冤袁认知负荷尧学习区总注视时间尧学习参与度尧保持成
绩尧迁移成绩和延迟测试的 检验均显著渊 约0.05冤遥另
外袁从 值来看袁6个结果变量由效应量的真实差异造
成的变异各占总变异的比例均大于 50%袁 表明交互设
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可能受到潜在的调节变量的影

响袁并验证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适切性遥 因此袁需要
进一步对这 6个结果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袁以确定
交互设计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遥

渊四冤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主要从交互功能特征尧学习者特征尧学习情

境特征和学习材料特征四个维度对交互设计的有效

性是否起到了调节作用展开了分析遥
在交互功能特征上袁交互强度会显著调节交互对

总注视时间的作用咱 渊2冤=28.308袁 <0.01暂袁其中袁低

注院* 约0.05袁** 约0.01袁*** 约0.001渊双尾检验冤遥

表 2 主效应和异质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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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渊 =0.560冤的促进效果优于中等交互渊 =0.418冤和
高交互 渊 =-1.047冤遥 交互类型对保持成绩 咱 渊1冤=
3.998袁 <0.05暂尧延迟测试成绩咱 渊1冤=8.296袁 <0.01暂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袁 且均为视频系统交互 渊保持院 =
0.231曰延迟院 =0.508冤的促进效果优于社会性交互渊保
持院 =-0.032曰延迟院 =-0.030冤遥在其他结果变量上袁未
发现显著的调节作用遥

在学习者特征上袁先验知识显著调节交互对保持
成绩咱 渊2冤=7.036袁 <0.05暂和迁移成绩咱 渊2冤=8.109袁
<0.05暂的影响袁且低先验知识渊保持院 =0.592曰迁移院

=0.545冤的促进效果均显著高于高先验知识渊保持院 =
-0.211曰 迁移院 =-0.084冤遥 由于认知负荷的样本量不
足袁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袁不足以证明先验知识和学段
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遥

在学习情境特征上袁学习步调对学习参与度也呈
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咱 渊1冤=5.830袁 <0.05暂袁学习者
步调渊 =0.521冤显著优于系统步调渊 =-0.068冤遥除此之
外袁 学习步调显著调节交互对保持成绩 咱 渊1冤=
3.971袁 <0.05暂的影响袁且系统步调渊 =0.287冤的促进
效果均显著高于学习者步调渊 =0.088冤遥 由于学习环
境在学习参与度方面的样本量不足袁故不探讨其调节
作用遥 在其他结果变量上袁未发现显著的调节作用遥

在学习材料特征上袁学科领域显著调节交互对保
持成绩咱 渊1冤=7.261袁 <0.05暂的影响袁自然科学渊g=
0.224冤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人文科学渊 =-0.096冤遥 视
频时长会显著调节交互对延迟测试成绩的作用咱 渊1冤
=5.259袁 <0.05暂袁短时长视频渊 =0.657冤显著优于中等
时长视频渊 =0.170冤遥 由于部分调节变量的样本量不
足袁故不探讨其调节作用遥在其他结果变量上袁未发现
显著的调节作用遥

五尧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元分析技术袁对近 20年的 53篇国内
外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遥 结果发现袁在教学视频中
使用交互设计能够有效引导学习者关注视频内容增

加总注视时间袁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参与度尧学习动机
和学习满意度袁并且能够提高学习者的保持尧迁移和
延迟测试成绩遥同时袁交互设计也受到了交互强度尧交
互类型尧学习步调尧先验知识等因素的调节遥

渊一冤交互设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1. 交互设计对学习过程的影响
交互设计对认知负荷的影响不显著遥 一方面袁交

互功能可以减轻处理瞬时信息所造成的认知负荷袁因
为学习者可以利用暂停尧导航尧超链接等功能来促进

对视频中高度交互的瞬态信息的处理[32]袁从而降低认
知负荷遥 然而袁大多数参与者缺乏足够的元认知技能
和教学支持[33]袁无法在视频学习时使用交互功能完成
有效的学习者控制袁并没有降低认知负荷遥另一方面袁
在视频学习中引入交互活动会增加学习者的认知负

荷袁因为需要处理更多的活动和决策[4]遥同时分心要冲
突理论认为袁学习者需要同时关注正在进行的任务和
其他人的存在袁可能引起注意力冲突 [34]和认知超负

荷袁从而降低了学习效果遥
交互设计对总注视时间有中等大小的促进作用袁

有助于学习者更深入地关注教学内容遥这与王雪的研
究结果一致袁即交互与视觉注意力呈正向相关[5]遥

交互设计对学习参与度尧学习动机和学习满意度
的促进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遥从技术参与度的角度来
看袁学习者参与交互活动会提高他们对学习的积极看
法袁从而提高学习参与度和满意度[35]遥 此外袁社会性交
互由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袁能够影响学习者的情
感投入袁从而促进他们的主动学习[15]遥 不可否认的是袁
交互设计作为专门用来提升学习动机的策略之一袁和
以往研究一致袁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动机[2]遥

2. 交互设计对学习结果的影响
从主效应检验结果来看袁交互设计对学习者学习

成绩的促进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袁 即交互设计能够
提高保持尧 迁移和延迟测试成绩遥 该结果与 Sauli尧
Ploetzner的元分析结论一致袁 即在有交互的情况下袁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比没有交互的情况更好[2袁 16]袁并且
符合 ICAP模型的观点袁在交互活动中袁学习者通过
与学习内容互动袁从被动转变为主动袁更有利于促进
深层次学习遥 另外袁该结果可以从其他几个方面来解
释院第一袁从分段原则的角度来看袁视频在向学习者
提出问题和任务时暂停袁 这些停顿可以以两种不同
的方式支持学习[36]院首先袁学习者在处理新的知识信
息前有时间处理旧的信息袁 从而促进对视频中高度
交互的瞬态信息的处理遥 其次袁交互功能可以将学习
内容组织成有意义的部分袁 有助于学习者对视频内
容的整体组织遥 第二袁在视频中加入交互功能袁使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保持活跃袁 并指导他们激活自我调
节的学习行为袁 这可能促进更投入的学习和更好的
知识保持[37]袁倾向于参与深度学习过程遥第三袁加入交
互功能将支持大脑边缘系统的正常功能袁 从而增加大
脑中负责长期记忆的部分的神经可塑性遥 本研究额外
的发现是袁 交互设计在迁移成绩和延迟后测成绩上的
效应量高于保持成绩袁 这一结果还有待后续更多的研
究予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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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交互设计有效性的边界条件
从调节效应的结果来看袁在学习过程方面袁交互

强度显著调节交互设计对注视时间的影响曰 学习步
调显著调节交互设计对学习参与度的影响遥 在认知
负荷上袁 并未发现显著的调节效应遥 在学习结果方
面袁交互类型尧先验知识尧学科领域和学习步调在保
持成绩方面调节作用显著袁 先验知识在迁移成绩方
面尧 交互类型和视频时长在延迟测试成绩方面有显
著调节作用遥

交互设计对学习过程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总

注视时间和学习参与度两个方面遥 首先袁交互强度显
著影响总注视时间遥低强度交互会增加学习区的总注
视时间袁而高强度交互则可能导致注意力分散遥 这一
结果符合注意力分散理论的观点袁交互活动会分散学
习者的注意力遥 然而与王雪等人的结论不一致袁他们
认为高强度交互越能吸引学习者的视觉注意力[5]遥 但
此研究的交互属于视频系统交互袁是低和中等交互强
度遥综合来看袁高强度的交互会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袁
比如袁与同伴在讨论区互动时袁学习者的注意力将会
聚焦到与同伴或教师的互动活动中遥 其次袁学习步调
显著调节学习参与度遥学习者步调能够让学习者更好
地参与到学习中袁而系统步调则相反遥 学习者步调允
许学习者根据个体的学习速度和风格进行学习袁从而
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遥

交互设计对学习结果的促进作用在多个方面都

得到了显著的调节遥首先袁在交互类型上袁视频系统交
互对保持和延迟测试成绩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社会

性交互袁即视频系统交互更能够促进学习者对内容知
识的短时和长时记忆遥 从注意力角度来解释袁视频系
统交互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视频内容的学习中袁因
此袁对学习内容的加工时间较多曰然而袁社会性交互由
于需要和同伴或者教师互动袁分散其注意力袁进而对
知识的加工时间变少袁影响对知识的记忆遥 在学习区
总注视时间这一维度的调节效应可以验证注意力的

分配情况遥虽然交互类型对总注视时间的影响并不显
著袁但是可以看出袁视频系统交互的综合效应量远远
大于社会性交互的综合效应量遥 另外袁从认知负荷理
论角度来解释袁在社会性交互的学习情况下袁学习者
需要额外的认知资源处理其他人的信息袁容易造成认
知超载袁故而抑制学习遥
在学习者特征方面袁 交互在促进低先验知识学习

者的保持和迁移测试成绩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袁 但对
于高先验知识学习者则有抑制效果遥 这种经验逆转现
象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遥第一袁低先验知识学习者由于

缺乏相关知识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交互设计能够帮助他们
建立新的认知图式袁 从而更能够理解和记忆新的概
念遥然而袁对于高先验知识者而言袁交互可能与其认知
图式相冲突袁增加认知负荷袁阻碍了学习的进行遥第二袁
高先验知识学习者由于自身已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袁在
交互活动中更容易分散注意力遥然而袁对于低经验知识
学习者而言袁更多的交互功能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袁
积极与学习内容互动袁降低视觉搜索带来的认知负荷袁
避免认知超负荷现象的发生袁从而促进学习遥

在学习情境特征方面袁系统步调相比学习者步调
更有利于学习者保持成绩遥系统步调更有利于发挥双
通道处理信息的优势 [38]袁促进信息传递效果袁而且通
过明确的学习路径有助于学习者按照适当的顺序和

深度掌握知识袁避免知识片段化遥 然而袁相关研究表
明袁 学习者步调能够根据个体认知需求调整学习节
奏尧减轻认知负荷尧促进知识迁移遥 尽管已有研究指
出袁学习者步调有助于学生理解袁但这一结论需要更
多研究来进一步验证遥

在学习材料特征方面袁学科类型显著调节交互对
保持成绩的促进作用遥 对于自然科学类材料而言袁交
互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保持成绩袁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涉
及科学概念与实验过程袁交互设计有助于整合图片和
文字袁降低认知负荷袁促进记忆和理解遥 然而袁在人文
科学材料中袁过度的交互可能会干扰学习者对语言信
息的处理袁增加认知负荷袁从而阻碍深层次理解遥

除此之外袁视频时长对延迟测试成绩也有显著的
调节作用遥 在有交互的视频学习中袁短时长视频比中
等时长视频更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长时记忆袁尽管其
对保持和迁移成绩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袁总体上袁短
视频学习的成绩更好遥从认知负荷角度来看袁短时长视
频可能减轻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袁 更符合学习者的工
作记忆容量袁便于理解和记忆遥由于学习者在学习较长
的视频时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集中注意力袁 可能会增
加认知负荷遥从注意力角度来看袁学习者的注意力可能
随着视频观看时间的延长而减弱[28]袁较短的视频有利
于保持较高的专注度遥然而袁有研究发现视频中的互动
特征可以维持学习者的注意力[30袁39]袁因此袁本研究认为
在较长的视频中袁 增强的交互功能可能比较短的视频
更有效遥 在设计教学视频时袁应综合考虑学习目标和
内容特点袁权衡时长和交互设计袁以优化学习效果遥

六尧总结与展望

渊一冤总结
本研究有如下研究结论院教学视频中的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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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袁表现出更好
的保持尧迁移和延迟测试成绩遥 除了对学习者的认知
有积极的影响外袁交互设计还能够有效地引导学习者
的注意力袁增加对学习内容的注视时间袁提升学习参
与度尧学习动机以及学习满意度袁然而对学习者认知
负荷没有显著影响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交互设计的促进
作用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影响袁包括交互类型尧交互
强度尧先验知识水平尧学科领域尧学习步调和视频时长
等遥 因此袁未来的教育实践应当结合学科特点和学习
者需求袁平衡交互强度和视频时长袁从而优化教学视
频的设计和开发遥

渊二冤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院首先袁在主效应检验

中袁延迟测试和关于学习过程的文献样本相对较为有
限袁导致效应量的数量相对较少遥其次袁在调节效应检
验中袁部分变量的独立效应量存在较少或分布不均的
情况袁因此未能充分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遥最后袁目前的
实证研究较少考虑学习者个人偏好尧学习风格等学习
者特征以及学习者使用的具体技术设备 渊如平板电
脑尧笔记本电脑尧智能手机冤等因素袁未来的研究可以
加以深入探讨袁以更全面地理解交互设计对学习效果
的影响遥

随着数字学习需求的增长袁精心设计的交互元素

在视频学习中的应用将更加引人注目遥为了提高学习
效果袁研究者需综合考虑交互设计的本身特性尧学习
场景的特殊性以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遥
未来关于交互设计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以下几个方

向院一是在视频交互方面袁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
在同伴或视频系统交互的影响上袁对于师生交互的实
证研究相对较少遥 因此袁未来的研究可以增加师生交
互的样本量袁以弥补这一不足遥 二是瞬态信息效应在
高度交互的视频内容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袁学习者的控
制被视为管理瞬态信息效应的一种方式遥未来的研究
可以将学习者控制作为调节变量之一袁如暂停遥 三是
随着技术的发展袁新兴技术如虚拟现实尧智能聊天机
器人已经成为学习场景中备受关注的方向袁未来的研
究可以深入探究在这些新兴技术的学习环境中袁交
互设计对学习效果的影响遥 四是考虑学习者个体差
异袁如先验知识水平尧学习风格尧认知能力等袁以个性
化的方式设计交互元素袁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袁
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个体需求遥 五是由于大多数学
习者缺乏足够的元认知技能袁简单地为学习者提供交
互功能袁并不能保证学习者会用这些功能或使用之后
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1]遥因此袁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为
学习者提供必要的脚手架和学习策略袁以提供更全面
的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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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teraction Design in Video Promote Learning钥 要A Meta-analysis Based on
53 Experiments and Quasi-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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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action desig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education because it can increa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and learning content to promote their active learning. However, the role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 instructional video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erefore, 53 domestic and foreign empirical
studies a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to conduct a meta-analysis and the impact of interaction design on video
learning 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main effects test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design in
vide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otal gaze time, learning engag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grade retention, learning transfer and delayed test scor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gnitive load.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interactive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learning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context
characteristics, and finds that the interaction design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 of
interaction, prior knowledge, subject area, and learning pace. Therefore, whe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instructional video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desig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learners and other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in order to utilize interaction design in education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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