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1 卷  第 18 期 
264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年 9 月 

                            

收稿日期：2020-07-03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自筹课题（B-b/2015/01/049）；南京邮电大学科研基金项目（NYS213001） 
作者简介：刘永贵（1978—），男，甘肃人，博士，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化教

育资源设计。 

学习者对微课视频文本设计的视觉注意研究 

刘永贵，刘奇岳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南京 210046） 

摘要：目的 在于分析不同微课视频文本设计策略对学习者视觉注意的影响。方法 采用对比实验法，采

集学习者观看微课视频文本时的注视路径、注视热点、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等眼动数据，以之表征视觉

注意，对比分析学习者对采用不同设计策略的说明性文本、字幕不同区域、不同词性字幕词汇的视觉注

意差异。结果 得出学习者对复色重点文本的注意时间与注意次数明显高于单色重点文本，且存在极其

显著差异，复色文本设计策略能有效提高学习者对重点文本信息的视觉注意。学习者对字幕不同区域的

视觉注意存在差异，每行字幕从左到右 20%~30%、40%~80%为学习者高视觉注意区。学习者对字幕中

名词、动词、数词的视觉注意高，但不同词性的视觉注意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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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Visual Attention to the Text Design of Micro-Lecture Video 

LIU Yong-gui, LIU Qi-yue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micro-lecture video text design strategies on learners’ 
visual atten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experiment, the eye tracking data of learner’s gaze path, heat maps, time spent, ra-
tio, etc. for micro-lecture video text were collected to characterize the visual attention. Then, the difference of learners’ 
visual attention in explanatory texts, different regions of subtitles, and different word nature of subtitles was analyzed.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time spent and ratio of learners’ attention to multicolored explanatory texts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onochrome explanatory texts, and there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Multicolored text 
design strategy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learners’ visual attention to explanatory text information. Learners’ visual at-
tention was various in different areas of subtitles. From left to right, the 20%~30% and 40%~80% area of subtitles were 
high visual attention area. Learners have a high degree of visual attention on nouns, verbs, and numerals in the subtitle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words. 
KEY WORDS: experiment with eye tracker; micro-lecture video; explanatory text; subtitle text; visual attention; design 
strategies 

微课视频是微课的主体内容载体，综合使用各种

影视拍摄技巧与后期编辑手段完成制作的微视频，是

目前主流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形态[1]。微课视频中，字

幕文本能增加画面的信息量，对图像有说明、补充、

扩展、强调等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强化内容、加

深理解、增强记忆等不可替代的作用[2]。文本是微课

视频设计制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其传播效果的关

键要素。微课视频文本包含说明性文本、字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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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性文本是指视频画面中出现的文字信息，字幕文

本是指统一出现在画面底部的文字。眼动数据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学习者观看微课视频文本时的视觉

注意状态和过程，从而分析不同设计策略对学习者视

觉注意的影响。因此通过眼动实验研究，探究学习者

对微课视频中字幕文本、说明性文本视觉注意的规

律，这有助于更好完善微课视频中的文本设计策略。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围绕微课视频文本设计开展了系列研究。针对微

课视频画面中的文本，即说明性文本，提出文字设计

应遵循留足空白、整齐统一、重点凸显等原则[3-4]。

针对微课视频中字幕文本，提出字幕在视频下方的布

局方式更有利于知识迁移[5]。针对字幕对微课视频学

习效果的影响，有些观点认为视频学习中字幕的存在

是多余的[6]，加字幕和不加字幕对微课视频的学习效

果影响不大[7]，有些观点则指出带有关键性字幕的微

课视频学习效果 好[8]，并进一步指出与同步性字幕

相比，概括性字幕更有利于操作技能和程序性知识的

学习。陈述性知识微课视频中，全字幕能帮助学习者

获得更多的学习内容，概要性字幕能帮助学习者取得

更好的学习质量[9-10]。虽然研究者就字幕对微课视频

的学习效果存在争议，但我国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微

课制作标准中都要求视频要配套字幕。此外调查也显

示大部分大学生对字幕的态度是积极的 [11]。 
综合来看，当前对微课视频文本设计的实证研究

是将字幕作为一个整体变量，主要聚焦于字幕与视频

画面的布局关系、字幕有无、全字幕与概括性字幕等

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事实上学习者对微课视频

中文本的视觉注意是一种阅读行为，阅读的眼动研究

发现，学习者对句子的阅读存在词的跳读现象，而跳

读与学习者对词汇的加工情况有关[12]。现有研究尚未

关注跳读、不同词性词汇对学习者微课视频字幕文本

视觉注意的影响。另外虽然研究者提出微课视频画面

中的文本应使用留白、颜色对比等策略，但这些策略

是否对学习者的视觉注意产生影响就缺乏相应的实

证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探究微

课视频中字幕文本、说明性文本设计策略对学习者视

觉注意的影响。 

2  实验设计与实施 

2.1  实验目标 

分析微课视频画面中文本设计策略对学习者视

觉注意的影响，以验证和完善相应设计策略；分析学

习者在字幕不同区域的视觉注意规律，为字幕中重点

文本呈现区域的精细化设计提供支撑；拟分析学习者

对字幕中不同词性词汇的视觉注意规律，为字幕内容

表述中词汇词性的选择提供支撑。 

2.2  实验原理 

视觉注意是指人类面对复杂场景时，视觉系统能

够迅速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显著的视觉对象

区域上并进行有限处理 [13]。人的视觉注意与眼动有

关。人们会把目光指向所注意的目标区域，但不同注

意心理和认知状态，其眼动模式可能不同。因此眼动

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视觉注意的心理状态和

认知过程[14]。目前眼动研究多以学习效果为标准，测

量结果发生于认知过程结束之后，并不能充分反映学

习者的实时加工过程[15]。本研究认为微课视频视觉设

计策略对学习者认知效果有效性的实验研究，如果以

学习者的学习测试结果为判定标准，就无法排除学习

者已有认知结构、认知加工策略等对成绩的影响。眼

动实验证明：眼动指标和学习效果正向相关，即眼动

指标越优，学习效果就越好[16]。因此本研究认为眼动

仪所采集的学习者观看微课视频中的眼动参数，能有

效反映微课视频中文本设计策略对学习者视觉注意

的影响规律。 

2.3  研究假设 

2.3.1  说明性文本的凸显设计策略对学习者视觉注

意有影响 

说明性文本是指视频画面中出现的文字信息。卢

伟中[3]、刘立云[2]、王雪[16]等人提出变色、加粗、下

划线、倾斜、阴影等方式能彰显文本重点。Choi[17]

使用眼动仪测量了学生做完形填空时的眼动数据，得

出的结论为加粗的文本会引起被试者的注意力并增

强对内容的记忆。Jamet[18]用眼动仪对多媒体学习效

应进行研究，发现重点标记有助于学习者集中注意

力。这些文本的艺术设计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微课视频

中“重点文本”的呈现设计，其中应用 多的是变色

设计策略。那么凸显重点文本的变色设计策略，是否

真正吸引了学习者的视觉注意，促进了学习者的认知

加工，还需要实证数据支撑。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

复色说明性文本与单色说明性文本相比，能吸引学习

者对重点文本区域给予更多视觉注意。 

2.3.2  学习者对微课视频中字幕的视觉注意存在差异 

字幕是指统一出现在画面底部的文字。刘丽萍 [19]、

张慢慢[20]等人提出中文阅读中约 40%~60%的词会被

跳读。学习者对中文的知觉广度具备不对称性[21]。微

课视频字幕是由一系列词汇构成的，所以学习者在观

看时，其对字幕的注意可能也存在跳读，对字幕不同

区域的注意呈现出不对称的规律。由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 2：学习者对微课视频字幕中不同区域的视觉注意

存在显著差异。 
在对文本阅读的研究中，张慢慢[20]，Staub[2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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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变量与因变量设计 
Tab.1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及其取值 因变量 

单色 
单色重点文本 
单色整体文本 

说明性文本 

复色 
复色重点文本 
复色整体文本 

字幕不同区域 0%-100% 
字幕 

不同词性词汇
代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

助词、介词、数词、量词 

1.视觉注意过程（注意路径图）； 
2.视觉注意程度（注意热点图、注意时

间、注意次数） 

 

 
 

图 1  说明性文本 AOI 区域划分 
Fig.1  AOI region division of explanatory text 

 
人发现，名词、动词等不同词性词汇的眼动数据存在

差异。那么学习者在观看微课视频字幕时，其对字幕

的视觉注意是不是也受到构成字幕词汇词性的影响

了呢？据此提出假设 3：学习者对微课视频字幕中不

同词性文本的注意存在显著差异。  

2.4  变量设计 

2.4.1  自变量 

本课题中的自变量为微课视频文本，具体包含说

明性文本设计策略、字幕文本设计策略。 
自变量 1：说明性文本。说明性文本设计中，往

往对重点文本信息通过变色、加粗、斜体等方式以凸

显。因此说明性文本取值为 2*2 设计，见表 1。一个

维度取值按照颜色划分：单色说明性文本，即视频画

面中说明性文本为一个颜色；复色说明性文本，即视

频画面中的重点文本（核心概念、关键词）用其他颜

色凸显，说明性文本为多种颜色。另一个维度用眼动

仪中的兴趣区（Areas of Interest，简称 AOI），即研

究者感兴趣的被试者注意区域，来划分文本区域。说

明性文本中关键概念或重点词等重点文本所在的为

重点文本区域，即 AOI1；所有文本所在区域为整体

文本区域，即 AOI2，划分方式见图 1。本实验中总

共包含九幅说明性文本画面，共划分了二十二个重点

文本区域，十六个整体文本区域。重点文本在画面中

的位置既有在中心区域的，也有在边缘区域的。 
自变量 2：字幕。字幕取值的一个维度是按照字

幕文本区域，其取值为从左到右 0%~100%以表征字

幕位置区域（见图 2），本实验中共有十七行字幕。

另一个维度是按照构成字幕词汇的词性，取值为代

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助词、介词、 

 
 

图 2  字幕区域划分 
Fig.2  Subtitle area division 

 
数词、量词[23]，本实验字幕共有一百四十六个词。 

2.4.2  因变量 

本研究根据 Bundesen[13]对视觉注意的界定，将

学习者对“微课视频的视觉注意”确定为因变量，是

指学习者观看微课视频文本时，视觉系统能够迅速地

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显著的文本视觉对象区域

上并有限处理的工作过程。 
本实验具体用眼动仪所采集的“注意路径图、注

意热点图、注意时间、注意次数”等参数来表征“视

觉注意”（见表 1）。“注意路径图”是通过标注在注

意点上的数字和线条，记录被测试者注意的顺序和轨

迹，能较好反映出学习者对微课视频文本的视觉注意

过程，能够有效判定学习者是否率先关注“重点文

本”。注意热点图是使用不同颜色呈现被试在某个区

域的注意程度，红色为注意次数 多，绿色次之，其

间有过渡层次。注意时间是计算被测试者观看微课视

频文本时，目光停留于兴趣区内的时间之和。注意次

数是计算被测试者在观看微课视频时，兴趣区所有注

意点数之和。“注意热点图、注意时间、注意次数”

这三个参数能有效判定在整个观看时间内，学习者对

微课视频中重点说明性文本、不同词性字幕、不同区

域字幕的视觉注意程度存在的差异。 

2.5  实验材料 

选取微课《运动镜头—跟镜头》作为被测试者观



第 41 卷  第 18 期 刘永贵等：学习者对微课视频文本设计的视觉注意研究 267 

 

看的学习材料。微课视频画面由教师出镜讲解、PPT
演示、操作演示交错编辑构成。整个微课包含三十三

行字幕，九幅说明性文本画面。根据自变量制作了两

个微课实验材料：有字幕单色说明性文本微课、有字

幕复色说明性文本微课。两个微课内容完全一样，字

幕和说明性文本不会同时出现在画面中。 

2.6  被试人员 

随机抽取 N 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三年级二十八

名本科生作为被试。分组见表 2。 
A 组和 B 组实验材料的区别在于说明性文本的

颜色，A 组为复色说明性文本，B 组为单色说明性文

本。C 组即 A 组，主要分析字幕不同区域、不同词性

的视觉知觉规律。 
 

表 2  实验分组 
Tab.2  Experimental groups 

组别 人数 实验材料 
A 14 有字幕复色说明性文本微课 
B 14 有字幕单色说明性文本微课 

C（A 组） 14 有字幕复色说明性文本微课中字幕不同

区域、不同词性 
 

2.7  实验仪器 

眼动仪选用瑞典公司生产的 Tobii TX300 眼动

仪，该设备无需学习者佩戴任何设备，以正常状态观

看视频即可采集眼动数据。该设备在大幅度头动范围

的前提下可提供 300 Hz 的采样率，采样精度高。 

2.8  实验过程 

每次让一名被试者进入实验室，向被试者告知实

验内容，签订自愿协议。被试者调整坐姿并进行基础

的校准工作。出现屏幕导语，被试者根据指导语要求

观看微课视频直至结束。被试者完成测试，拿起礼物，

离开实验室。 

3  实验数据分析 

3.1  复色说明性文本与单色说明性文本的眼动数据

分析 

眼 动 注 意 路 径 中 ， A 组 （ 复 色 ） 有 十 三 人

（92.86%），B 组（单色）有十二人（85.71%）起始

的视觉注意点都落在画面中央。A 组、B 组的注意路

径，都是从中央寻找到左端起点，再从左开始，边回

视边向右阅读文本，见图 3。 
 

 
 

图 3  A 组与 B 组路径 
Fig.3  Gaze path of group A and grou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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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 组与 B 组热点 
Fig.4  Heat maps of group A and group B 

 
表 3  A 组与 B 组注意时间及注意次数独立样本 t 检验 

Tab.3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f time and frequency of attention of group A and B 

 注意时间 注意次数 
AO 区域 N 平均值/s 标准差 t 显著性 平均值/次 标准差 t 显著性

A 组重点文本区 14 22.68 2.80 88.86 15.50 
B 组重点文本区 14 17.12 3.60 

4.393 0.000* 
70.71 13.45 

3.126 0.004*

A 组整体文本区 14 72.67 7.71 187.21 27.25 
B 组整体文本区 14 65.68 13.42 

1.628 0.119 
157.43 29.05 

2.696 0.012*

 
九副说明性文本的热点图中，A 组、B 组的学习

者都关注到了“重点文本”。从热点面积上看，A 组

（复色）有四副说明性文本的热点范围比 B 组（单色）

小，五幅范围相近，见图 4。 
在注意时间与注意次数对比中，无论重点文本区

域还是整体文本区域，A 组（复色）平均注意时间和

平均注意次数都高于 B 组（单色），标准差都低于 B
组，见表 3。对两组注意时间以及注意次数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分析，见表 3，在重点文本的注意时间上，

p<0.01；在重点文本的注意次数上，p<0.01；在整体

文本注意次数上，p<0.05；在整体文本的注意时间上，

p>0.05。t 值皆为正数，这说明 A 组（复色）在重点

文本的注意时间、重视次数，整体文本的注意次数上，

都高于 B 组（单复色），且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显著

差异，但在整体文本注意时间上，两组在统计学意义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而言，从注意路径来看，复色设计不会改变

学习者注意的起始点，注意都会从中央开始，也都会

注意到重点文本。从注意热点图来看，复色说明性文

本与单色说明性文本中的重点文本都会被学习者关 

 
 

图 5  字幕 AOI 划分示意 
Fig.5  AOI division diagram of subtitle 

 
注到。从热点图面积来看，通过颜色对比标注重点文

本，能让学习者的视觉聚焦到“重要文本”区域。学

习者对复色说明性文中重点文本区域的注意时间、注

意次数都明显高于单色文本的重点文本区域，且存在

极其显著的差异。即使是整体文本区域，复色文本组

的注意次数也要高于单色文本组，且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使用复色说明性文本不仅能让学习者对重点

文本给予更多注意，也能提高学习者对整个说明性文

本的注意，因此假设 1 成立。 

3.2  不同字幕区域的眼动数据对比 

本研究选择了含有重要知识点的十七行字幕，见

图 5，将每行字幕中每个字作为一个 AOI 区域，统计

其注意时间，以分析学习者对字幕不同区域的视觉注

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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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十七行字幕单个文字注意时间 
Fig.6  Attention time of each text in 17 line subtitles 

 

 
 

 

图 7  十七行字幕区域注意时间趋势 
Fig.7  Attention time trend of 17 line subtitles area 
 
十七行字幕单个文字注意时间见图 6，横坐标为

单个文字在字幕中所处的位置编号，纵坐标为单个文

字的注意时间。可以看到每行字幕从中间到两端，注

意程度在逐渐减弱，中间部分存在波动。很多字幕两

头的字都被直接跳过，未能被学习者注意。而中央区

域部分文字则很少被直接跳读，但注意时间很短。 
将图 6 中的十七张图数据合并滤波，见图 7。图

7 横坐标为单个字在整行字体中所在的位置比例（从

左到右位置为 0%~100%）。纵坐标为单个文字在该行

字幕中所占注意时间的百分比。从图 7 可以看出：被试

者对于字幕注意程度整体呈现波形变化。每行字幕从

左到右 0%~20%为第一个低注意区，20%~30%为第一

个高注意区，30%~40%为第二个低注意区，40%~ 80%
为第二个高注意区，80%~100%为第三个低注意区，整

体而言 40%~80%是 高关注区。可见微课视频中学

习者对不同区域字幕的注意存在差异，假设 2 成立。 

表 4  不同词性字幕眼动数据分析 
Tab.4  Eye movement data analysis of subtitles  

with different nature of words 

词性 示例 
高于平均

注意时间

的词汇数

总字词 
个数 

比率/% 
各类词平均

注意时间/秒

名词 跟镜头 36 55 65.45 0.90 
数词 三 2 3 66.67 0.65 
动词 学习 17 32 53.13 0.93 
代词 我们 4 8 50.00 0.73 
量词 个 2 4 50.00 0.48 
助词 了 9 21 42.86 0.96 
连词 和 3 8 37.50 0.70 
介词 从 1 3 33.33 0.48 
副词 就 1 5 20.00 0.31 

形容词 疑惑的 1 7 14.29 0.46 
总计  76 146 52.54  

 

3.3  字幕中不同词性的眼动数据分析 

本研究将字幕拆分成一百四十六个词，见表 4，将

其按照词性分为十类，并统计每个词平均注意时间及每

类词中高于所有词平均注意时间的词的个数及比率。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学习者对微课视频中不同词

性字幕的注意时间不同，不会对每个文字都投以较高

的注意。在一百四十六个词汇中，七十六个词的注意时

间超过所有词的平均注意时间。从词性来看，高于平均

值的词类比率从高到低为名词、动词、数词；低于平均

值的词类比率从低到高是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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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词性与平均注意时间方差检验分析表 
Tab.5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average attention  

time and the nature of words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5.278 9 0.586 1.164 .323 
组内 68.543 136 0.504   
总计 73.821 145    

 
表 6  低注意区中高注意词性词汇分析表 

Tab.6  Analysis of middle and high attention  
vocabulary in low attention area 

词性 总字词个数 比率/% 
名词 8 38.10 
动词 5 23.81 
代词 2 9.52 

形容词 1 4.76 
连词 1 4.76 
助词 1 4.76 
介词 1 4.76 
数词 1 4.76 
量词 1 4.76 
总计 21   100 
 
将词语词性与注意时间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见

表 5，词性和平均注意时间之间，p>0.05，统计学意

义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3 不成立。 

3.4  词性与区域对字幕注意影响的交叉分析 

学习者对微课字幕文本的注意与字幕区域和字

幕词性都有关系，那么高注意词性的字幕在低注意区

域的注意度如何？低注意词性的字幕在高注意区域

的注意度如何？ 
高于所有词平均注意时间的词汇中有二十一个

词在低注意区，对这二十一个词进行了分析，见表 6，

二十一个词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名词、动词、代词，

与表 4 所有字幕中注意 高的词性排名基本一致。可

见即使在低注意区，高注意词性的字幕也可能会被学

习者重点关注到。 
低于所有词平均注意时间的词汇有七十个，统计

这七十个词汇中四十一个高注意词性词汇（名词、数

词、动词、代词、量词）在字幕中的位置，见表 7， 
 

表 7  低注意词字幕的区域分布分析 
Tab.7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ow attention vocabulary 

词性 总数 
低注意区 

数量 
低注意区 
比例/% 

高注意区 
数量 

高注意区

比例/%

代词 4 3 75 1 25 
名词 19 16 84.21 3 15.79 
动词 15 8 53.33 7 46.67 
量词 2 2 100 0 0 
数词 1 1 100 0 0 
总计 41 30 73.17 11 26.83 

在名词、代词等高注意词性的词汇中，低于平均注意

时间的词汇有 73.2%是分布在低注意区。可见高注意

的词性，其注意也会受到其所在位置区域的影响，会

导致学习者对其注意的下降。 

4  研究结论 

微课视频说明性文本设计中，无论是复色文本，

还是单色文本，重点文本都会被学习者关注到。不过

复色说明性文本能让学习者将注意更聚焦于重点文

本区域，且无论是重点文本，还是整个说明性文本，

其视觉注意时间、视觉注意次数都明显高于单色文

本，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这说明通过颜色对比凸显

重点文本的策略能让学习者的视觉注意有效聚焦于

核心知识点。 
学习者对于微课视频字幕不同区域的视觉注意

也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者会直接跳过绝大多数字幕两

头的文字，对中间区域字幕的视觉注意也呈现波形特

征，且存在跳读现象。从视觉注意波形图来看，每行

字幕从左到右 0%~20%、30%~40%、80%~100%区域

为低注意区；20%~30%、40%~80%为高注意区，

大关注区域是 40%~80%的区域，高注意区域相对集

中于字幕右侧。因此人们在设计微课视频字幕时，将

重点内容放到 20%~30%，40%~80%这两个高注意区

中会更有效。 
另外，学习者对微课视频中不同词性字幕的注意

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词性来看，对名词、动词、

数词的注意高于平均值，对形容词、副词、介词的注

意程度低于平均值。整体而言，各词性之间在统计学

意义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微课字幕词性与字幕区域对学习者对微课视频

字幕的视觉注意存在交叉影响。学习者会重点注意低

注意区中的高视觉注意词性字幕，也会降低对低注意

区域中高视觉注意词性字幕的注意。两者哪个影响更

大，有待进一步研究。 

5  讨论 

复色说明性文本与单色说明性文本相比，更能让

学习者对重点文本给予更多视觉注意，这种设计策略

之所以有效，是由人的色彩心理机制所决定的。色彩

会第一时间吸引人的眼球，刺激人的视觉、听觉、嗅

觉与味觉[24]，因此将少数重点文本用不同颜色标注，

让其余多数文本颜色成为背景色，从而使学习者的视

觉神经主动聚焦于变色区域，达到强化认知的效果。

不过从视觉注意路径来看，无论是复色说明性文本，

还是单色说明性文本，学习者的眼睛都是先聚焦中

央，再从左到右，而非直接聚焦于复色重点文本。由

此推论，中心定位、从左向右的阅读习惯相对于颜色

对比，对学习者的视觉知觉影响更大。眼动数据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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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即使在单色说明性文本中，学习者也能很快关注

到重点文本。由此可见，学习者已有认知会让其从相

同视觉刺激的信息中主动筛选出重要信息，这也从另

一个角度证明了微课设计中分析学习者已有知识基

础的必要性。 
学习者对微课视频字幕视觉注意呈现出波形变

化差异，这一方面与学习者视网膜的生理特征相关，

一方面与我国学习者从左向右的阅读习惯相关。人类

的视网膜分为三个主要区域：中央凹、副中央凹和外

周区域。中央凹是视敏度 高的区域，在注意点两侧

左右各 1°视角范围内。紧挨中央凹两侧的是副中央凹

区域，在注意点左右 5°视角范围内。副中央凹区域两

侧是外周区域。从中央凹区域向外，视敏度迅速下降[21]。

学习者对微课字幕的视觉注意基本也呈现出中央区

域高，逐步向两侧降低的走向。学习者视觉注意高的

区域相对向字幕右侧偏，应该是学习者从左到右阅读

过程中，需要记忆和理解的信息增多，因此在加工后

边字幕信息时，视觉停留时间、注意次数增多。 
学习者对微课视频字幕中名词、动词、数词的注

意高于其他词性。本研究认为这主要源于学习者的学

习总是在原有知识背景下发生的[25]，而名词、动词、

数词是表述概念、原则、原理等知识 常用的词类。

学习者在观看微课视频时受原有知识影响，对字幕中

不同词性的词汇注意产生差异。不过在统计分析中，

不同词性字幕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认为构成

字幕词汇的词性与词汇所处的位置两者交叉影响着

学习者对字幕的注意。 

6  结语 

本研究选取了一个单元的讲授式影视类课程微

课视频作为研究材料，学习者对其他学科、其他类型

微课视频的注意特征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

外眼动数据自身具有局限性，不能直接解释和分析学

习者对视觉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而仅能反映出学习

者对视觉信息刺激的知觉情况，因此后续研究可能需

要借助脑电仪等设备，从多维度分析学习者对微课视

觉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另外微课视频作为重要的数

字化学习资源形式，除了文本设计，其教学设计、画

面设计、视觉媒体呈现形式设计等与学习者对微课视

频视觉信息的注意有何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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