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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发展，但是只从技术角度提升学习效果是空洞的，必须

加以教学设计来支撑。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的设计影响着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中的学生参与度以及知识建构程度。然而关于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

计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且缺乏对不同知识建构水平的针对性设计。因此，本研究以第三代活动理

论为基础，结合协作交互分析模型和探究社区模型提出了CSCL中协作知识建构活动设计的支架模型，提

供了微观层面上不同阶段的CSCL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的详细设计。在协作知识建构初期，旨在促进情

感交流与表达，创设社会存在感和认知存在感；中期，旨在创设认知存在感和教学存在感，促进对话以

及主体和共同体的知识建构；协作知识建构的后期，旨在创设认知存在感，引导学生反思与评价。以期

本研究能为教师在CSCL下进行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提供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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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field has been propelled forward by the emergence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5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52
https://www.hanspub.org/


闫小平，高国元 
 

 

DOI: 10.12677/ae.2023.13111452 9402 教育进展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et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mer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from a tech-
nological standpoint; teaching design must be a key factor in its success. The degree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greatly 
impacted by the design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earning activity design focus on 
the macro level, and lack of specific design for differen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evels. Therefor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ird-generation activity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
tion analysis model and the inquiry community model, proposed a scaffold model for the design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CSCL, and provided the detailed design of dif-
ferent stages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in CSCL at the micro level.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t aims to promote emotional commu-
nication and expression, and create social and cognitive existence. In the middle stage, it aims to 
create a sense of cognitive presence and a sense of teaching presence, promote dialogue and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s and communities; the late stage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ims to create a sense of cognitive existence and guide students to reflect and eva-
luate.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trategic support for teachers’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earning activity design under C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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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协作学习是涉及认知、元认知、社会情感与动机的复杂过程，有助于促进知识建构和高阶思维能力

的提升。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得到了广泛重视。研究证实，在线协作知识建构是实现深度学习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协作学习

质量的重要目标[1]。当前，在线协作学习活动出现了“活动无协作、协作无建构或建构低水平”的现实

困境[2]。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协作知识建构的学习活动设计进行了大量地构建、检验和分析。例

如，黄雪娇等基于协作知识建构的过程要素设计了“四段式”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冷静等通过对大学

生在线知识建构行为序列分析提出了教学活动的设计建议。然而，大多数 CSCL 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

计都集中在宏观层面，且缺乏对不同知识建构水平的针对性设计，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仍存在困难。 
针对 CSCL 中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的现实困境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尝试针对不同水平

的建构阶段，结合理论模型来探索构建 CSCL 中协作知识建构活动设计的支架模型及其微观学习活动设

计策略，即如何在这一模型的指导下进行 CSCL 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分析法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协作知识建构”或“协作学习活动”进行文献检索，为保证文献质量，将

来源设置为“SCI、核心期刊、CSSCI”，并将条件设置为“精确”，得到文献 243 篇。经过初步筛选，

去除与协作学习活动或协作知识建构活动无关的文献，得到 73 篇文献。同时，通过 Science Direct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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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的检索。最后，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梳理，了解国内外对于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的研究

现状及相关理论基础。 

2.2.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方法是一种深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现象以获取全面理解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按照以

下标准对案例进行检索：(1) 案例对于学习活动的描述具体清晰。(2) 案例对于教学效果进行了评估验证，

且效果良好。通过这些标准对案例进行检索，并将检索到的案例进一步划分为协作知识建构初期、中期、

后期三个部分，分别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纳总结。 

3.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3.1. 国内外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的研究现状 

CSCL 专家 Scardamalia M.和 Bereiter C.首次把知识建构从商业领域引入到教育领域，他们认为知识

建构是指对集体有益的观念和思想的形成与持续优化的过程[3]。任剑锋认为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观念

和思想是可以通过合作来建立的，而这个集体的相互建设有助于知识的生成[4]。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

看出，协作知识建构强调社会交互情境，重视在一定范围学习共同体的交互，展现出社会性的特点。 

3.1.1. 影响因素 
探讨如何以活动设计来支持协作知识建构，我们必须清楚影响协作知识建构的因素有哪些。Sebastian 

Molinillo 等人探索了社交网络环境中的互动、社交存在和情感参与对主动协作学习的影响[5]。但实践中

学习者自身也是影响协作知识建构的主要因素之一，王小根等提出任务凝聚力是推动知识建构，促进成

效产出的关键因素；高丹丹等人认为集体认知责任是影响协作知识建构的因素之一。李海峰等揭示了环

境、团队、动机以及认知等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将协作知识建构的影响因

素总结为协作环境、学习小组、学习动机、个人认知以及情感因素。 

3.1.2. 建构过程 
Harasim 把协作学习过程划分为一系列步骤，包括共享观念、互相评价、验证和反驳以及进行协商和

整合；Gunawardena 创建了协作交互分析模型，阐述了协作知识建构过程的五个阶段，包括分享见解、

质疑与讨论、协商与建构、假设与验证、达成共识与应用[6]；谢幼如则将协作知识建构过程划分为“共

享、论证、协商、创作、反思”五个步骤。不管是从何种角度，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协作知识建构的过程

中普遍存在共享、评估、协商、共识、创造应用这五个阶段。 

3.1.3. 活动设计 
大多数学者聚焦于某一要素进行设计，例如，学习环境、技术、工具、策略等方面。在学习环境的

研究上，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创建一个具有实际情境和活动的学习环境(situ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SLEs)。这种环境的核心特征就是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角色和视角，以此推动合作式的知识构建，同时也

能够促进反思和表达。技术方面，如马志强等从会话分析的角度为学习活动的设计提供建议。工具方面，

部分研究关注群体感知工具的开发，F Fischer 等进行了可视化工具对协作知识建构的效果研究。可见，

目前国内对于协作学习活动的设计主要是从某一要素来进行，部分从整体角度的研究也通常是宏观层面

的，例如，郑兰琴等提出的以目标导向的协作学习活动的设计[7]。 

3.2. 协作知识建构的学习活动设计的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在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的研究中，大量采用了国外的理论，而对于国内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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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则相对较少。 

3.2.1. 活动理论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活动理论作为协作知识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活动理论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经

过了三次发展。第一代活动理论是维果茨基基于刺激与反应间存在中介，而提出的 S-X-R 三角模型，并

未形成系统的活动理论。第二代活动理论是列昂捷夫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活动的层级结构，

活动理论也由此正式形成。之后恩格斯托姆创建了“三角模式”的活动理论框架，它同样被视作第三代

活动理论，具体可见图 1。 
 

 
Figure 1. The third generation activity theory model 
图 1. 第三代活动理论模型 

 
活动理论由 6 个要素组成，包括主体、客体、共同体以及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主体是那些参加

了这项行为的个人或团队；客体是经由主体的调整，将行为变为实际的物品或者心理的产出；主体所处

的群体被称为共同体，共同体间相互协作完成自我建构。工具描述的是在对待某个实体的过程中使用的

各种设备，这些设备可能包含实际的设备和精神上的设备；规则是共同体间的约束，例如，有明确的规

章、法律、协议、条约等；分工则是共同体按照规则及目的进行的任务与角色分配。 

3.2.2. 探究社区模型 
探究社区模型(Community of Inquiry, CoI)总结了影响学习效果的三种主要要素，即社会存在感

(Teaching Presence, TP)、教学存在感(Social Presence, SP)和认知存在感(Cognitive Presence, CP)，并指出当

三种要素均达到较高水平时有效学习才会发生。教育存在感就是让学生在构建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教育

的实践，它涵盖了三个主要方面：教学的设计和组织、推动交流以及直接引导。而这些方面都突出了教

师的引领角色。社会存在感指学习者对学习社区产生认同和信任，并在社区中交流互动，包括情感表达、

开放交流和群体凝聚力 3 个子维度。认知存在感则指学习者通过持续反思和对话建构学习意义，包括触

发事件、探索、整合和问题解决 4 个阶段。 

3.2.3. 其他理论 
其他的理论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认知理论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和知识建构的社会文化

机制，认为知识的建构是需要在与他人交互讨论的情况下建构的，而非仅靠自己主动建构。美国心理学

家班杜拉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首次提出了社会认知理论，该观点主要用于阐述社会学习的过程。 
本研究以第三代活动理论为基础，结合协作交互分析模型和探究社区模型，提出了 CSCL 中协作知

识建构活动设计的动态支架模型，具体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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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SCL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ctivity design dynamic scaffold model 
图 2. CSCL 协作知识建构活动设计动态支架模型 

 
教师应当设计和提供不同建构水平的学习活动，从而满足课程不同阶段学习者知识建构水平和需求

的变化。结合第三代活动理论，本研究将协作知识建构过程分为 5 个阶段，即分享观点、探讨评估、协

商建构、达成共识、应用反思。将这 5 个阶段根据建构水平划分为知识建构的初期、中期和后期，即分

享观点、探讨评估为知识建构初期，旨在促进情感交流与表达，创设社会存在感；协商建构为知识建构

的中期，旨在创设认知存在感和教学存在感，促进对话以及主体和共同体的知识建构；达成共识、应用

反思为协作知识建构的后期，旨在创设认知存在感，引导学生反思与评价。 

4. CSCL 中知识建构初期的学习活动设计策略 

4.1. 创设社会存在感，营造协作探究环境 

在 CSCL 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实问题是学生参与度低，这源于线上环境所带来的主体之间的陌生

感。所以在初期，教师要注意在“CSCL 协作知识建构场”中创设社会存在感。学生们只有在熟悉信任

的环境下才能有效进行情感表达与交流，创设社会存在感能够有效帮助学习者消除在线学习的边界感，

打破在线情感交流的壁垒。 
教师们可以设计多种类型的“破冰活动”。破冰活动可以有效打破人际交往中的怀疑、猜忌、疏远，

就像打破严冬厚厚的冰层[8]。例如高校新生融合的破冰活动项目中设置了“拼图找学校”活动，通过共

同完成拼图来增加成员间的亲近感和熟悉感，同时也能增加成员对目标知识的认识。在活动结束后，通

过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评估，90%的新生表示破冰活动帮助他们快速与同学们认识了解[9]。在 CSCL 中，

教师可以在课程初期也设置类似的“拼图交友”活动，促进社会存在感创设。案例二，“我的家乡”活

动，不告知家乡地名，同学们通过描述介绍自己的家乡来互相猜测来自哪里，了解各自的地域背景，增

加成员间的相互认识，同时也增进教师对学生的了解。该活动适合于成员们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而 CSCL
通常在大学及之后展开，成员家乡分布各地，符合这一活动要求。案例三“自画像”活动，成员们可以

通过软件或者纸笔等传统工具画一幅突出自己特征的自画像，将其上传并互相交流。成员们可以通过画

像以及交流来了解他人性格特征，教师需在这一过程中加以引导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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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促进知识共享，创设组内协作知识建构社会存在感 

设计协作知识建构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因此，在初期就要促进知识共享。教师可以

设计“触发类”活动来促进学生们的组内交流与共享。具体设计例如“头脑风暴”活动，成员将自己的

个人想法、依据呈现在平台上，与他人交流，并由组长填写贡献度量表。其次，教师可以设置“焦点讨

论”，即围绕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扮演角色”，即扮演不同的角色，通常是有鲜明对比的角

色来“沉浸式”的表达交流等活动，促进小组成员间的探讨，增加学生知识建构参与度。 

5. CSCL 中知识建构中后期的学习活动设计策略 

5.1. CSCL 中知识建构中期的学习活动设计策略 

5.1.1. 创设教学存在感，保证学生有效参与学习 
CSCL 协作知识建构的中期阶段，教师要注意创设教学存在感，积极地组织与老师、同学以及其他

人之间的对话，以推动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比如教师可以设计“同伴互评”、“表扬信”等活动，

小组成员轮流介绍个人形成的新见解，其他组员对其进行点评，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不仅有助于从中

获得有益的信息，还能够优化自我观念。同时，教师有权利自由参与团队，并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意见。 

5.1.2. 创设认知存在感，促进协作知识建构 
在协作知识建构中期，教师可以重点设计探索类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参与过程体验成功的喜悦。教

师可以设计以下活动，例如“对抗辩论”活动。学生们有了观点后如何论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摆

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能够进一步促进知识建构。此外，教师应在此过程中鼓励学生多

质疑，在反驳的过程中，学生们也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其次，“问题探索”活动，教师可以设置

一些问题探索类的活动，使学生们互相探讨交流，逐渐优化组内成果，形成更深层次的群体智慧。 

5.2. CSCL 中知识建构后期的学习活动设计策略 

认知存在感在 CSCL 下的协作知识建构后期应达到最高水平，教师在课程后期可以设计反思和评价

类的学习活动。根据评价主体不同，实践中通常有三类评价，即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学生的自我反思。

同伴互评是协作知识建构中的重要部分，能够有效促进知识迁移应用，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

反思能够帮助学生不断迭代完善个人观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课程后期高难度的学习任务所带来的

压力、焦虑和挫败感等。教师可以从各种视角策划各种类型的评估与反思活动，比如“学习核对单”、

“思维导图”等，它们能够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并且在同伴间进行相互评估。徐晓雄等对思维导图

在协作学习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指出由教师根据具体问题，设计情境引入思维导图，学生们以小组为

单位绘制思维导图并向他人讲解，学生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可以利用导图做笔记。之后通过问卷与

案例分析发现，思维导图能帮助学生们摆脱迷茫、理清思路[10]。 

6. 结语 

实现深度协作知识建构是在线协作学习的重点与难点，本研究以 CSCL 中协作知识建构过程不同阶

段的知识建构水平为导向，在已有协作知识建构研究的基础上以第三代活动理论为基础，结合协作交互

分析模型和探究社区模型提出了 CSCL 中协作知识建构活动设计的动态支架模型，提供了微观层面上的

CSCL 协作知识建构学习活动设计。后续将深入研究具体学科中的协作知识建构活动设计，旨在优化协

作知识建构的教学效果，并希望能给那些正在开展协作知识建构教学的老师与教育规划者们提供详细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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