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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教学质量也备受质疑，如何提高网络

教学质量是研究者和教师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研究发现，建立虚拟学

习社区有助于降低在线学习者的孤独，增强学习者在线学习过程中的社会

临场感，提高他们的学习满意度，促进学习者投入到有助于提高批判性思

维发展的在线学习活动中，因而是保证在线教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渠道。虚

拟学习社区的建立以协作为基础，而在线异步论坛是建立虚拟学习社区的

强有力工具。由于在线学习存在师生时空分离这一缺点，因而教师越来越

倾向于采纳结合了传统面授教学和在线教学这两者优点的混合式教学方式

开展网络教学，同时为学习者提供某种认知支架或支持以便让学习者能够

更好地参与在线讨论和学习。 

虽然目前国内研究者对虚拟学习社区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虚拟学习

社区学习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却较为匮乏。根据博登斯的观点，

只有能够确定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大量出现，才能推动领域研究的成熟

和发展，并使研究结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使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结论

之上。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一门本科生的专业必修

课《远程教育学和网络教学实践》为研究个案，以学习者的网络位置、学

习者的认知风格、学习者的交流风格、学习者的协作态度等表征个体特征

的自变量，以及小组凝聚力、小组成员差异、小组内部冲突和小组共识的

达成等表征小组特征的自变量，分析它们对学习者的期末成绩、感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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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学习满意度和知识建构层级等网络学习效果的影响。 

研究者利用问卷、量表和关键事件访谈等方法，基于虚拟学习社区教

学平台搜集反映师生异步交互情况的质性文本、定量数据和关系数据，并

通过内容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 

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网络结构在期初、期中和期末三个阶段变化较大，

期初的交互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特征，而在期中和期末阶

段更多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交互模式；在三个阶段，个体网络密度和

学习者所属的平均派系数差异显著，其中以分配了角色的期中最多；期中

和期末阶段不同角色间的平均距离差异也达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说明脚

本化的角色分配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参与在线讨论的主动性。 

内容分析发现，学习者在异步讨论过程中的知识建构主要停留在信息

的相互分享和比较阶段。学习者在异步讨论过程中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亲密

行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交互式亲密行为。整体的文字亲密行为符合社会

临场感平衡模型，说明学习者在情感交流渠道变窄的情况下，会通过增加

基于文本的亲密行为来维持社会临场感的平衡，从而维持浓郁的在线社会

临场感氛围。 

进一步的假设验证分析发现，学习者已有网络位置会显著影响学习者

在新的学习网络中的位置。学习者在新学习网络中的位置、学习者对顺应

型学习风格的偏好以及学习者的协作态度会显著影响学习者在在线互动网

络中的位置。小组凝聚力和小组共识的达成是预测社会临场感的显著预测

变量。学习者在新学习网络中的入度、小组内部冲突、小组成员差异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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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与陌生人交流的能力与期末成绩显著相关。学习者的社会临场感、协

作态度、每天在线时间、对顺应型学习风格的偏好、在新学习网络中的位

置和小组内部冲突是预测学习者满意度的显著自变量。感知学习效果与学

习者的协作态度、小组凝聚力、对发散型学习风格的偏爱和与熟人的交流

能力显著相关。而学习者平均知识建构层级则与上述预测变量均没有显著

相关。 

针对上述发现，本研究建议在后续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该设计有助于

提高学习者之间互动的活动，提供包括独自承担的学习任务、一对一的学

习任务、一对多的学习任务和多对多的学习任务等不同活动类型，以满足

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需要；注意对学习者的网络礼仪和协作技能的训练

和相关知识的培养；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提升整体社会临场感水平；同时，

教师还应该重视学习者小组内部建设，监控小组协作过程，为学习者提供

相应的冲突解决策略知识。学习者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真诚、开放、相互

间的反馈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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