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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是学习编程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厘清平台各类功能的用户需求属性，

对提升平台服务质量至关重要。方法 采用德尔菲法、Kano 模型和 Better－Worse 系数等多种研究方法，

明确了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的服务内涵，构建了包括 5 个维度、26 种功能的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

功能需求服务体系，对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的用户需求属性进行了科学归类。结论 根据 Better-Worse

系数值测度的用户满意度指数及其四象限坐标图，将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的 26 种功能需求，分为期望型

功能需求、魅力型功能需求、基本型功能需求、无差异型功能需求。在上述分析结论基础上，针对不同需

求的功能属性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特征，提出改进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用户需求的差异化服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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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alysis of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Kano Model 

ZHAO Xiang-qi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su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learn new programming knowledge. 

Futherm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platform to clarify the user requirement attributes 

of various functions in the platform. Using a variety of such research methods as Delphi method, Kano Model and Better- 

Worse index, the service connotation of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was clarified, and thereby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service system of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with 5 dimensions and 26 

function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user demand attributes of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were 

scientifical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user satisfaction index measured by the Better-Worse coefficient value and its 

four-quadrant graph, the 26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was divided into ex-

pecte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ttractiv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basic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o differenc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attributes on user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differentiated service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user requirements of online programming language learning platform. 

KEY WORDS: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programming language; user requirements; functional attributes; Kano model; 

Better-Worse index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特别是 5G 技

术的出现，计算机技术语言也随之出现阶段性的颠覆

式创新，促使相关从业者对编程技术语言有强烈的学

习需求。受疫情影响，在线学习备受青睐，相关学习

平台层出不穷，为学习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编程语言

在线学习服务。然而，随着平台用户逐渐增多，如何

划分不同用户的需求层次，提高平台的性能质量和用

户满意度，是在线学习平台面临的重要挑战。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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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包括以下问题：平台设计主观性太强，用户画像
模糊，客户需求层次识别不够，导致平台针对性不明
显；平台有些功能属性的质量评价较低，凝练度和准
确度不够，不注重与用户的交互体验；平台功能属性
优先级顺序紊乱，对保障基本需求属性、深挖期望需
求属性、创新魅力需求属性的意识不足。围绕上述问
题，本文设计了关于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各功能需
求的用户满意度调研问卷，以此搜集样本数据。利用
Kano 模型和 Better-worse 系数开展实证分析，以凝练
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所设功能属性的质量和价值，
详细分析平台各功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明确各
功能属性的优先级类别，对平台各功能属性进行优先
级排序，以期优化平台功能并提升平台学习效果。 

1  在线学习功能需求分析 

1.1  在线学习功能需求分析的理论依据 

在新产品在设计之前，需通过调研挖掘用户需求

的层次，据此设计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功能，以

提升用户体验的满意度。对此，日本东京理工大学狩

野纪昭（Noriaki Kano）教授提出 Kano 模型，将产品

功能质量分为五类：基本功能需求、期望功能需求、

魅力功能需求、无差异功能需求、反向功能需求。通

过 Kano 模型，可充分了解用户需求并对产品功能进

行优先排序，确定影响用户满意度的关键要素。实践

中，受在线学习者个人知识基础、能力层次和主观认

知的影响，对在线学习平台的功能需求繁多。根据

Kano 模型理论，可在整合在线学习功能需求的基础

上，通过调研和测度，划分在线学习平台功能需求属

性，见图 1。 

在线学习用户需求分析，涉及用户群体划分、需

求层次识别、满意度测算三个部分。其中，需求、态

度、认知、收入和年龄等，是影响在线学习用户群体

细分的关键因素。在线学习用户需求有效性分析的一

般机理，见图 2。 

 

 
 

图 1  在线学习功能需求 Kano 模型 
Fig.1 Kano model of online learning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图 2  在线学习用户需求有效性分析机理 
Fig.2 Analysis mechanism of online learning user need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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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线学习功能需求的文献综述分析 

鉴于在线学习模式时空分离的复杂特点，如何激
发在线学习者积极性，以提升教与学的效果，成为在
线学习领域的研究焦点。基于探析视角的差异，在线
学习功能需求分析大致分为两个领域：其一，在线学
习平台功能支持问题；其二，在线学习者激励问题。 

关于在线学习平台功能支持，较多观点认为平台
技术功能使用的便利性是吸引学习者兴趣的关键因
素[1-2]。但除功能便利性之外，在线学习平台应提供
更多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功能，包括挖掘用户潜在需求[3]，
开发具有适应性和智能化的电子学习系统，以满足学
习者的个性化需求[4-5]，为此需要在基础性功能上开
发更多个性化的功能[6]。国外学者甚至提出在线学习
平台的个性化学习标准[7]，以及个性化功能的可用性
评估标准[8]。关于在线学习激励问题，较多观点认为
由于学习目标、偏好和动机的不同，在线学习者具有 

差异性的行为模式[9-10]，因此需注重在线学习者的能

力激发。包括对在线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11]，以

及教师支持与学习者自我学习调节间的同频共振 [12]

和有效反馈[13-14]。总之，支持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是

提升在线学习参与度的重要模式[15]。 

既往关于在线学习功能需求的研究，未能将“在

线学习平台功能支持”和“在线学习者激励”两个问

题较好融合。具体表现为：前者多基于信息技术理论

开展分析，而后者多基于教育学理论开展剖析。相较

于线下学习，在线学习模式具有显著的时空异化特

征，其对“在线学习者激励”和“学习平台功能支持”

均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关于在线学习的研究需兼

顾上述两个领域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利

用 Kano 模型对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功能需求开展

研究，以期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2  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用户需求整合分析 

为科学合理地获取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的用

户需求，本文基于 8 位不同职位的程序员、2 位计算

机系老师以及 10 位计算机系和设计系的学生，对平

台功能需求进行头脑风暴。在合理借鉴既往关于学习

平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划分编程语言在线学习

平台功能需求。采用德尔菲法，邀请行业专家分别对

功能类型划分提出修改意见，经反复拆分与整合，最

终得出包括响应式设计（RT）、授课师资（TS）、教

学模式（TM）、授课形式（SS）及课程服务（CS）

五个大类，共计二十六种功能需求的平台架构体系。

在充分理解产品全貌的前提下，测评各功能属性归

类，见表 1。 
 

表 1  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功能需求分析表 
Tab.1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alysis of programming languag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服务维度 编码 功能需求 服务需求内涵 

RT1 手机 手机 APP 学习，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但不适合太长时间的学习。 
RT2 iPad 手机屏幕太小，iPad 屏幕稍大，缓解视觉疲劳。 

RT3 电脑 电脑相对手机和 iPad 屏幕更适合较长时间的学习。 

响应式自适应 

设计（RT） 

RT4 护眼屏 通过投屏功能，把 APP 或者客户端学习界面投屏到电视或者护眼屏上。

TS1 真人授课 真人授课教学方式灵活，在教学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情感交流等。
授课师资（TS） 

TS2 AI 教学 解决师资成本过高和供给稀缺的瓶颈，能够个性化定制课程。 

TM1 实操课程 通过平台提供的操作界面进行实例操作学习。 

TM2 直播课 真人或者 AI 定时定点在线教授编程语言课程。 
TM3 录播课 随时可回看已经录制完成的编程语言课程。 

教学模式（TM） 

TM4 语音课程 在不方便看视频的环境中，可以听语音课程。 

SS1 书本教材 按照专家的书本教程教授。 

SS2 在线编码 通过平台提供的代码编译功能进行实践操作。 
SS3 实例教学 不按教程，对现实项目中的具体实例进行教学。 
SS4 游戏教学 通过网游，手游，桌游等游戏，提升用户的学习兴趣。 

SS5 项目融入 摒弃纸上谈兵，参考已运行的项目进行教学。 
SS6 有偿实战 等用户有一定的编程语言积累，可以提供有奖的实战项目。 

授课形式（SS） 

SS7 团队对战 可组织用户以对战或项目创新比赛的形式，解决一些项目难点。 

CS1 直播预约 直播信息发布，可提供预约。 
CS2 课程提醒 可设置课程提醒，以免错过直播。 

CS3 开源资源 可作为学习素材提供给用户学习，部分资源可在项目中直接利用。 
CS4 免费教程 部分基础课程免费提供，为用户开展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CS5 项目实例 对于有学习价值的项目或者可重复利用的项目，提供免费下载服务。 

CS6 职业生涯 针对不同类别的编程语言工作岗位，向用户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CS7 招聘信息 针对编程语言工作岗位需求，及时发布招聘信息，包括校招和社招。 
CS8 答疑解惑 针对编程语言学习过程面临的问题，提供答疑解惑和相互交流服务。 

课程服务（CS） 

CS9 编程比赛 提供国内外各类编程比赛的信息发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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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调研和数据采集 

3.1  调查问卷设置 

本文引入 Kano 模型的问卷调查系统，对编程语

言在线学习的用户体验开展行为分析。考虑到人的需

求因年龄、职业、阅历、性别等因素的不同对服务质

量的需求有所差异，因此，为使分析效果更精准，

便于后续改进，在问卷设计中从正向和反向两个角

度考虑问题设置。正向问题如“你需要编程语言在 
 

线学习平台中的直播功能吗，这个功能你喜欢么”；

反向问题如“如果去掉这个功能，你会如何评价”，

见图 3。 

问卷答案共五种，分别为：“喜欢”“理应如此”

“无所谓”“能忍受”“不喜欢”。考虑到基于 Kano

模型的问卷调查题目有正向和反向两类题目，容易使

被调查者感到问题重复，从而对调研对象的情绪构成

挑战。为防止调研对象因厌烦而出现乱填现象，故功

能调查的内容不宜过多，可分批次调研。 

 
 

图 3  调查问卷题目设置举例 
Fig.3 The example of questionnaire question setting 

 

3.2  调查问卷信效度检验 

基于调研数据，利用 SPSS 软件对问卷开展信度

和效度检验。在信度方面，正向问题、反向问题和

Kano 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874、

0.852、0.839，表明本文 Kano 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在效度方面，正向问题、反向问题和 Kano 问卷整体

的 KMO 值分别为 0.867、0.851、0.826，Bartlett 球形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01，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3.3  调查问卷结果类型统计 

对调查问卷的评价结果进行如下分类（见表 2）： 

1）正面评价是“喜欢”，负面评价是“不喜欢”，

在 Kano 模型中，用“O”表示期望型需求。 

2）正面评价是“理应如此”“无所谓”“能忍受”，

负面评价为“不喜欢”，在 Kano 模型中，用“M”表

示基本型需求。 

3）正面评价是“喜欢”，负面评价是“理应如此”

“无所谓”“能忍受”，在 Kano 模型中，用“A”表

示魅力型需求。 

4）以此类推，用“R”表示无差异功能需求。 

5）用“I”表示反向型功能。 
 

表 2  Kano 模型评价结果对照表 
Tab.2 The Kano model evalu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产品/服务需求 反向问题 

量表 喜欢 
理应 

如此 
无所谓 能忍受 不喜欢

喜欢 Q A A A O 

理应如此 R I I I M 

无所谓 R I I I M 

能忍受 R I I I M 

正向

问题 

不喜欢 R R R R Q 

6）用“Q”表示错误的结果，比如对正面评价

选择喜欢，对负面评价也选择喜欢，则这种结果可作废。 

3.4  在线学习用户画像分析 

在平台设计之初，首先考虑的是产品的用户需

求，因为每个产品都有特定的用户群，而不同的用户

群有不同的思维、习惯、性格等，所以用户画像分析

就显得尤为重要。利用百度指数，加上强大的互联网

搜索功能，进行产品的关键词挖掘和关键词热度分

析，可详细了解近半年内编程语言搜索量的动态变化

情况。搜索量的热度决定了产品的用户需求热度，通

过对搜索量热度数据的分析，可以探知用户动机及其

行为需求，从而把握平台研发动向。对百度指数显示

的数据画像进行聚类分析，从编程语言搜索指数和人

群指数分布可以看出，对于编程语言学习的旺盛需求

量主要集中在 19 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以及 20~29

岁和 30~39 岁的青年人群体，且男性居多。上述对在

线学习用户画像的分析，为调研对象的样本选择提供

了科学可靠的依据。 

3.5  调查结果分析 

3.5.1  调研样本 

基于前述用户画像分析，设计调查问卷。调研对

象主要针对有编程语言学习需求的目标群体，包括计

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教师、在职的产品经理、前端

开发工程师、java 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UI 设

计师、软件开发项目经理等。依据年龄划分调研对象

群体，共抽取样本 120 人。其中，20 岁以下青少年

群体抽取 30 人，20~29 岁抽取 40 人，30~39 岁抽取

30 人，40~49 岁抽取 20 人。男性占 70%，女性占 30%。

对上述编程语言学习的潜在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并对

调研资料开展数据清洗，去除掉一些不合理或者逻辑 



第 43 卷  第 18 期 赵香芹：基于 Kano 模型的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功能需求分析 275 

 

错误的问卷（如正反向问答都选择喜欢或不喜欢的回

答，可能是被调研人没有认真做问卷或者没有理解其

中的意思，这类回答不参与数据分析）。经问卷整理，

收集到合理问卷 109 份，问卷回收率达 90.8%。 

3.5.2  用户需求属性归类用例 

考虑到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功能属性较多，而
本文篇幅有限，故以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直播功
能”为例，开展用户需求属性分析。通过整理问卷调
研数据，获取关于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直播功能”
的质量特性数据，见表 3。 

参照表 2 的 Kano 模型评价结果对照表，将表 3

中各类型功能所得数据相加可以看出，基本型功能需

求所占数值最大，占绝对优势。具体数据为，期望型 

（O）：15.9%、魅力型（A）：28.1%、基本型（M）：

39.6%、无差异型（I）：12.4%、反向型（R）：0.9%、

错误（Q）：3.1%。根据上述各需求属性比重可知，

基本型需求属性占比最高，故可得出，直播功能需求

的 Kano 属性属于基本必备型，表明若编程语言在线

学习平台提供直播功能，则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并不

显著，但若缺失该项功能则会大大降低用户满意度。

可见，在当前在线学习环境下，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

台的直播功能已是常规必备的服务供给，是平台功能

体系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考虑到该功能

的基本型 Kano 属性，平台设计开发团队不应在此功

能领域过度投入大量资源，而是在此基础上重点开发

其他魅力型和期望型功能。 
 

表 3  平台“直播功能”属性评价结果 
Tab.3 The attribute evaluation result of the platform "live function" 

产品/服务需求 如果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中没有直播功能，你喜欢么？ 

量表 喜欢 理应如此 无所谓 可忍受 不喜欢 

喜欢 3.1% 7.2% 3.6% 17.3% 15.9% 

理应如此 0.9% 2.1% 2.6% 0.2% 36.9% 

无所谓 0.0% 0.3% 5.3% 0.4% 1.9% 

可忍受 0.0% 1.0% 0.0% 0.5% 0.8% 

如果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

中有直播功能，你喜欢么？ 

不喜欢 0.0% 0.0% 0.0% 0.0% 0.0% 
 

上述对直播功能需求属性的分析，也适用于平台

其他功能属性的判断。在具体分析中，一般只考虑占

比最大的属性类别，而不再考虑其他类别。另外，当

出现若干需求属性占比接近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大调

查样本量及细化功能内容等方式，进一步明确功能属

性类别。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对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功

能的设计与开发中，应依据问卷调查结果测度各功能

的 Kano 属性，判断各功能需求属性，据此进行差异

化的设计开发，以确保各项功能发挥最大效用，提高

平台服务质量，提升用户满意度。 

4  用户满意度 Better-Worse 系数分析 

4.1  用户满意度系数公式 

根据用户需求属性归类结果，开展用户满意度分

析。参考美国学者博格尔（Charls Berger）提出的衡

量产品功能的用户满意度指数，即 Better-Worse 系数，

衡量产品功能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Better(SI)=(A+O)/(A+O+M+I) (1) 
Worse(DSI)=(–1)(O+M)/(A+O+M+I) (2) 
Better 系数是衡量用户对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

增加某种功能的满意度指数，其值为正数且越接近于

1，说明正向问题的满意度越强。Worse 系数是衡量

用户对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消除某种功能的不满

意度指数，其值通常为负数且绝对值越接近于 1，说 

明反向问题的不满意度越强。由此计算出编程语言在
线学习平台二十六种功能的用户满意度影响力指数，
其中需重点关注指数绝对值较大的功能，因为其对用
户满意度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在开发时应给予重点
关注。 

4.2  系数结果分析 

以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的“手机播放功能需求
（RT1）”为例，参照式（1）和式（2），利用其 O、A、
M、I 的调查数据测度 Better-Worse 系数。结果如下： 
Better=(15.8+32.5)/(15.8+32.5+34.9+10.9)=0.51 
Worse=(32.5+34.9)/(15.8+32.5+34.9+10.9)*(–1)= –0.71 

由以上计算可得，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手机
播放功能需求（RT1）”的满意指数（SI）为 0.51，不
满意指数（DSI）为–0.71。同样方法可以算出平台所
有功能的评价结果，见表 4。 

4.3  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用户需求属性分析及应对 

4.3.1  功能服务点坐标图 

参考上述各项功能的 B-W 系数值，可以得出所
有功能点所在坐标位置，据此可深入分析用户对平台
提供的各种功能服务的满意度指数。以 Worse 指数为
横坐标，以 Better 指数为纵坐标，以两指数的平均值
（|–0.532|，0.484）为坐标中心，绘制包含 Y 轴和 X
轴的 Worse-Better 指数坐标四象限图。当功能散点的
Worse 值的绝对值和 Better 值均高于平均值时，则所
属功能需求的用户满意度越高，如图 4 所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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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平台各功能需求属性统计及其归类 
Tab.4 The stat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of platform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ttributes 

编码 功能需求 A O M I R Q 结果 Better Worse 

RT1 手机 15.8% 34.9% 32.5% 10.9% 1.7% 3.2% O 0.51 –0.71 

RT2 iPad 14.1% 26.7% 30.2% 23.7% 2.1% 3.2% M 0.43 –0.60 

RT3 电脑 14.6% 27.3% 30.2% 23.9% 2.4% 1.6% M 0.44 –0.59 

RT4 护眼屏 23.7% 28.2% 25.6% 13.9% 2.8% 5.8% O 0.56 –0.58 

TS1 真人授课 34.1% 22.6% 16.7% 21.3% 1.6% 3.7% A 0.60 –0.41 

TS2 AI 教学 38.9% 19.3% 20.7% 14.2% 3.6% 3.3% A 0.62 –0.42 

TM1 实操课程 20.1% 22.8% 37.1% 14.5% 1.8% 3.7% M 0.45 –0.63 

TM2 直播课 29.2% 31.2% 22.9% 10.8% 1.3% 4.5% O 0.64 –0.57 

TM3 录播课 15.1% 20.7% 43.4% 18% 0.9% 1.9% M 0.36 –0.62 

TM4 语音课程 18.6% 10.6% 21.1% 39.1% 9.1% 1.5% I 0.32 –0.35 

SS1 书本教材 15.5% 24.2% 19.5% 36.3% 2.1% 2.4% I 0.41 –0.45 

SS2 在线编码 12.6% 22.7% 42.5% 15.9% 2.8% 3.5% M 0.38 –0.69 

SS3 实例教学 23.3% 22.5% 32.4% 18.7% 2.2% 1.8% M 0.47 –0.56 

SS4 游戏教学 39.3% 14.9% 15.9% 22% 3.5% 4.4% A 0.59 –0.33 

SS5 项目融入 13.5% 27.1% 15.6% 38.4% 2.5% 2.9% I 0.42 –0.49 

SS6 有偿实战 52.2% 22.8% 12.6% 5.9% 3.4% 3.1% A 0.8 –0.37 

SS7 团队对战 6.8% 13.7% 10.6% 21.1% 45.1% 2.7% R 0.43 –0.69 

CS1 直播预约 13.4% 22.5% 41.1% 16.7% 3.9% 2.4% M 0.38 –0.67 

CS2 课程提醒 7.6% 23.2% 25.6% 38.8% 2.7% 2.1% I 0.32 –0.51 

CS3 开源资源 30.1% 29.8% 14.4% 16.6% 5.4% 3.7% A 0.66 –0.49 

CS4 免费教程 18.4% 21.5% 16.4% 33.6% 5.7% 4.4% I 0.44 –0.42 

CS5 项目实例 12.3% 28.3% 36.5% 16.9% 3.1% 2.9% M 0.43 –0.69 

CS6 职业生涯 6.9% 13.9% 13.1% 39.7% 22.7% 3.7% I 0.28 –0.37 

CS7 招聘信息 18.1% 37.9% 20.3% 18.4% 3.7% 1.6% O 0.52 –0.54 

CS8 答疑解惑 34.2% 28.7% 19.6% 9% 2.7% 5.8% A 0.69 –0.53 

CS9 编程比赛 6.8% 9.1% 12.6% 26.7% 42.1% 2.7% I 0.31 –0.54 

 

 
 

图 4  Worse-Better 系数分析象限坐标图 
Fig.4 The Worse-Better coefficient analysis quadrant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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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1）、直播课（TM2）、答疑解惑集群（CS8）三

个功能用黑、红、橙不同颜色的圆点标识，表明平台

提供的上述三个功能的用户满意度最高。若能对平台

的上述三个功能予以创新完善，以满足用户需求，将

有助于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 

4.3.2  期望型需求属性分析及应对 

如图 4 所示，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中的功能需

求点“手机（RT1）”“电视或者护眼屏（RT4）”“直

播课（TM2）”“招聘信息（CS7）”坐落在第Ⅰ象限

中，表明其属于期望型需求，其特点是 Better 系数和

Worse 系数均较高。若上述功能被提供，则用户体验

度将大幅提升。反之，则用户满意度将明显下降。因此，

平台应将上述四种功能需求的改善作为优先任务。 

4.3.3  魅力型需求属性分析及应对 

第 Ⅱ 象 限 中 的 魅 力 型 功 能 需 求 包 括 真 人 教 学

（TS1）、AI 教学（TS2）、游戏教学（SS4）、有偿实

战（SS6）、开源资源（CS3）、答疑解惑（CS8）等 6

种，其特点是 Better 指数高、Worse 指数低，表明平

台若提供上述功能，将会显著提升用户满意度。反之，

即使未提供上述功能，也并不会导致用户满意度明显

下降。可见，优化此类功能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故平台应加强上述各项功能服务的供给，以提升用户

满意度。 

4.3.4  无差异型需求属性分析及应对 

第Ⅲ象限中的功能需求包括语音课程（TM4）、

项目融入（SS5）、课程提醒（CS2）、免费教程（CS4）、

职业生涯（CS6）、编程比赛（CS9）等 7 种，属于无

差异型需求。其特点是 Better 指数低、Worse 指数低，

表明无论平台是否提供这些服务，对用户满意度的影

响均较弱。因此，为节约平台建设成本，应谨慎提供

上述功能。但是用户需求具有动态性，随着技术发展

及互联网环境的改变，产品的功能可能会按照 I—A— 

O—M 的方向演变。也就是说，虽然有些功能目前需

求不大，而有些功能目前需求比较旺盛，但不代表一

成不变，所以平台要及时追踪所有功能服务需求的动

态演变，及时调整应对。 

4.3.5  基本型需求属性分析及应对 

第Ⅳ象限中的功能需求服务包括 IPAD（RT2）、

电脑（RT3）、实操课程（TM1）、录播课（TM3）、在

线编码（SS2）、实例教学（SS3）、直播预约（CS1）、

项目实例（CS5）等 8 种，属于基本型需求。其特点

是 Better 指数低、Worse 指数高，表明即使平台提供

了这些功能，用户满意度也不会显著提升，但若缺失

上述功能，则会导致用户满意度显著下降。原因是上

述功能是保障平台其他功能发挥效用的重要支撑，用

户只有在此类功能出现故障时才会关注，若缺失上述

功能则会反噬其他功能的满意度。因此，平台要根据

移动学习和泛在学习的需要，不断优化编程语言在线

学习平台的基本型功能。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平台功能类型的拆分及调整，构建了

一个包含响应式设计、授课师资、教学模式、授课形

式及课程服务等五个大类，共计二十六种功能需求的

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架构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

Kano 模型分析编程语言在线学习平台中功能服务的

需求层次，从理论上深挖用户的需求重心，找出编程

语言在线学习平台的开发痛点，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

纵深发展。在本文研究中，通过识别用户对编程语言

在线学习的各种需求，可为设计开发或优化在线学习

平台功能服务提供信息参考。本文的不足之处是，调

研群体只以年龄和性别划分，对用户群体的细化度有

待加深，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侧重点设

计差异性的调研问卷。此外，尽管本文考虑到用户性

别比例的划分，但未特别关注不同性别对编程学习需

求的差异性。因此，后续研究需进一步细化调研群体，

并关注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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