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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知识社会的挑战，我们需要将学校改造成为知识建构共同体。知识建构共同体是以思想的形成和持续改进

为关注点的团体，其成员通过建构性的互动过程发展对于共同体有价值的思想。为了支持和促进知识建构共同体，本课题组

研制了 CSILE/知识论坛系统。本文对上述理论观点、技术系统以及有关的实验研究结果做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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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大比例

的价值将是通过“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而创

造的。知识工作可以理解为一种基本的智力型工作，

这种工作通过加工思想或符号而创造价值，能够产生

新知识或对知识的新应用方式。科学研究是早已存在

的知识工作，而现在，这种工作走出了学术圈，融入

到了产业界（如各种高科技企业、企业战略咨询机构

等）、传媒艺术、行政管理等诸多行业之中。目前仍然

在以工业化模式运作的学校应该如何走入知识社会

呢？我们必须让知识工作走入学校，融入学生们的学

习生活，把学校改造成为知识建构共同体。知识建构

应该成为学校教学的焦点，应该让每个学生都适应知

识社会所提出的挑战，能够高效地加工处理各种信息，

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为有

效的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1]。本文很简

要地概括了我们这个课题组关于知识建构共同体的主

要理论观点，介绍了本课题组研制的支持知识建构共

同体的网络环境以及相关的主要研究结果。 

一、知识建构共同体 

知 识 建 构 共 同 体 （ Knowledge Building 

Community，简称 KBC）是一个以思想的形成和持续改

进为关注点的团体，其成员通过建构性的互动过程发

展对于共同体有价值的思想。在 KBC 之中，各个成员

共同完成“思想”（ideas）的生成和持续改进过程[2]。

在一个由学生构成的 KBC 之中，学习者针对共同关心

的探究领域发现和界定需要理解的问题，展开探究活

动，形成初步的见解，并将这些见解作为观念对象在

公共知识空间之中公开，而后共同对这些见解进行评

点、质疑、改进、丰富和汇总，并延伸出新的问题。

KBC 在工作方式上具有以下主要特征[3]： 

1、关注问题，而非知识单元或主题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以及一些新的教学活动（如主

题探究学习等）往往都是围绕着主题（topics）来组

织知识和学习活动的。在 KBC 之中，大家的关注点是

真正的问题(authentic problems)，而非某方面的知

识或主题。比如，学习者关注“心脏是如何工作的”，

而非“关于心脏的知识”。面对一定的问题，共同体成

员需要建立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见解，提出真正的想

法（real ideas），并不断改进和深化，整合不同视角

的理解。在教学活动中，应该突出学生不断形成的问

题对学习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2、关注思想的持续改进，而非寻找结论性答案 

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中，一种重要的思

路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来推动课程的展开。但是，

由于学习者知道在提出问题之后他们就需要寻找问题

的答案了，所以他们提的问题常常是可以在教科书中

能直接找到答案的问题，这就违背了探究式教学的本

意。根据 KBC 模式，应该按照理论改进而非寻找答案

的思路来组织探究学习过程，即不是强调让学生在提

出问题后借助各种资料找出正确答案，而是强调在提

出问题后先及早地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猜测性想法（理

论），然后再通过探究过程综合利用有关信息和数据不

断改进自己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常常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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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之后便能够引发一个

持续的理论改进过程。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是一次性

完成的，不是得到一个答案而后就告终的。现实世界

中的问题常常都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关系，人的认知资

源不可能一次性地处理全部的关系，而只能先在一个

水平上考虑一些关系，形成对问题的理解，而在这个

理解水平的基础上探究更深层次上的更复杂的关系，

不断追问问题背后的问题，使问题的空间随着问题的

解决过程而延展。这种随着理解的深化而不断发现和

解决更深层的问题的过程被称为“跟进性探究”

（progressive inquiry）或者“跟进性问题解决”

（progressive problem solving）[4]。比如，在一项

研究中，我们对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探究活动线索进行

了定性分析。这些小学生在学习关于“光”的内容。

一些学生对彩虹非常感兴趣，于是开始研究彩虹是怎

样形成的。有学生从读物中了解到，彩虹中的色彩其

实是由太阳光（白光）分解出来的。那究竟是什么把

太阳光分解了呢？他们进一步发现是雨后浮在空中的

小水滴。学习者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小水滴那么小，

怎么能形成那么巨大的彩虹呢？彩虹中的颜色为什么

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排列的呢？彩虹为什么会是弧形

的呢？伴随着这种跟进性问题解决的过程，这些学生

对彩虹的理解被一步一步地深化了[5]。真正的探究应

该鼓励学生自己在探究过程中不断提出更进一步的问

题，从而自然地展开更进一步的探究。问题所指即探

究所向。 

3、关注共同体（集体）知识，而不仅仅是个人

知识 

传统教学中的背诵、作业以及一些新式教学活动

中的成果汇报活动等都重视让学生展现自己已经获得

的个人知识以及其中存在的缺陷。KBC 模式强调应该

让学生更多在对话交流之中贡献自己的知识，而非只

是在最后汇报展示自己的成果。在 KBC 之中，每个学

习者不只是建构自己的知识，而且在共同发展集体的

公共知识（客观知识）。各个成员将自己的问题、假设、

事实证据、资料等在共同体之中共享，这些知识要素

由主观知识变为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
 [6]
，

作为观念性对象（conceptual artefacts /objects）

开始生存在共同体的公共知识空间之中。学习者们通

过共同推进共同体知识的增长而实现个人知识的发

展。学习者所发展的思想作为观念性对象本身就是

KBC 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在学习者以后的知识加工

活动中作为基础和工具[7]。 

4、强调去中心化的开放互动，而非权威控制的

互动 

传统教学以及很多新式教学都可能采用讨论的

方法，但这种讨论对话常常会产生听众范围的异常变

化，即常常演变成为个人面对个人的交流，其他人都

是旁听者，其中尤其以某个学生面向教师个人的交流

居多。在 KBC 之中，成员之间需要对彼此的工作做出

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进行相互评价，展开充分的协

商和沟通。在其中，富有知识的人（教师）在学习过

程中既非监管者也非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而

且，他们不应以自己的知识所及来圈定学习者探究所

至，学习者可以从其它信息来源中发掘有益的内容，

超越教师的知识范围。知识较少的参与者（学生）在

交往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要发现问题，

找出知识和思想中的欠缺之处，明确互动过程应该聚

焦的方向。因此，教学互动过程并不是由教师预先设

定好的，而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展开性，是通过自

组织性的协商交流过程而自然延展开的。 

5、强调知识建构的广泛渗透性 

KBC 的成员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合作完成任务

的学习小组，而且包括其他的学习小组以及应邀参与

学习活动的专家和志愿者。另外，共同体的知识建构

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课时之内，而是“渗透”在

各个时间和空间之内。网络环境为这种广泛渗透的知

识建构和互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以上这几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会导致教学模式

的深层变化：学生们对于求知型问题的解决承担“集

体 性 认 知 责 任 ”（ collective cognitive 

responsibility）
[8]
，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进行知识建

构活动，而教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担负起这种

责任。 

二、知识建构共同体的支撑环境 

为了支持和促进 KBC，Scardamalia、Bereiter

及其课题组于 1983 年设计开发了 “计算机支持的目

的性学习环境”（Computer-Supported Intentional 

Learning, 简称 CSILE），1986 年改进为功能完整的版

本[9]，90 年代改进为“知识论坛”（Knowledge Forum, 

简称KF）系统。CSILE和知识论坛（以下简称CSILE/KF）

在定位上试图支持跨行业领域、跨年龄、跨文化的互

动，这体现了各种知识建构和创新活动的共同的社会

认知基础。CSILE/KF 是专门为支持知识建构和创新而

设计的技术，它不是一个工具集，而是一种知识建构

环境，能够支持在各类知识型机构中进行的知识探究、

信息搜索、对思想的创造性加工等活动。CSILE/KF 的

核心是一个多媒体的共同体知识空间，共同体成员通

过写短文（Note）在这个空间中贡献自己的理论、工

作模型、计划、证据、参考资料等，这些短文被组织

成为不同的 “视窗”（View）。CSILE/KF 大大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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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 BBS 功能，为观点的互动、发展、链接、评点、

参考引用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样学习者就有了一

个开放共享的“网上杂志”，每个学习者都是这个杂志

的作者，也是其评委和读者，就像一个研究领域的科

学家所拥有的学术杂志一样，杂志内容的发展就反映

了共同体知识的增长历程。目前，知识论坛在学校教

育（从小学到研究生）、医疗、社区、企业等机构中

都得以应用，地区包括北美、亚洲、欧洲、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下面对 CSILE/KF 的主要设计思想和基本功

能做概括介绍[10]。 

1、视点多元、能力多元、团队工作 

用户可以采用图形化的方式来组织视窗，将各种

短文组织成更高一层次的结构，形成便于进一步发展

知识的工作空间。同一篇短文可以在多个视窗中出现。

下图(图1)显示了CSILE/KF中对同样一组短文采用的

不同组织方式。 

 
图1  CSILE/KF 中用户对同一组短文采用的不同图形化组织方式 

在一所小学中，教师让 1－3 年级的学生研究他

们喜爱的恐龙。图 1 中的各个方形小图标代表了这些

学生写的关于自己所喜爱的恐龙的短文。左上角的界

面显示的是一个空白背景的视窗，其中对短文的组织

比较零乱。从这个视窗中的短文题目上，学生们发现

有一些人喜欢的是同样的恐龙，对于这些恐龙，有些

同学用图片而不简单是文字来描述它们的特征，他们

对于这些图片很感兴趣，于是便决定针对恐龙的种类

建立新的视窗，用恐龙图片作为背景，如图 1 右上角

的界面所示。这些学生利用知识论坛的关键词搜索功

能找到关于四类恐龙的短文，组织在这个视窗中。在

此过程中，教师邀请了一些大学生参与了这次探究活

动，这些大学生在阅读小学生写的短文时，发现这些

恐龙都有相应的地质年代。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

“地质年代”的视窗（如左下角界面所示），插入了

一个地质年代表的图片作为背景。在这一视窗的启发

下，那些还没有确定自己所喜欢的恐龙的生活年代的

小学生立刻开始扩展自己的研究，探明这些恐龙在地

球上的生存年代，以便能够将自己喜欢的恐龙放进这

个“地质年代”的视窗。在这次探究活动中，教师还

邀请了一位生物学家通过网络和小学生们一起参与探

究过程，这位生物学家建立了一个关于“食物链”的

视窗（如右下角界面所示），把小学生们列出的各种

恐龙归为食肉类和食草类。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CSILE/KF 对

于知识建构活动的以下支持功能： 

(1) 以短文和视窗支持团队工作和协作设计。短文是一

种多媒体对象，用户在写短文时可以在其中使用文字、

图片以及音视频素材，而且多个作者可以合作写一篇短

文。视窗是对短文的上层组织单元，可以允许用户插入

背景图片来更直观地组织其中的短文。 

(2) 通过视窗来表现不同视角：正如上图右下角界

面所示，生物学家通过创建一个新的视窗提出了一个新

的看问题的视角，由此扩展了学习者们的理解和知识。

CSILE/KF不是通过网络进一步强化学生提问、专家答疑

的传统角色模式，而是试图通过专家参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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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习者视角的扩展。 

(3) 多媒体、关键词标识以及检索等功能可以更

好地支持全体参与者进行互动。由于短文和视窗中可

以使用各种多媒体对象，从文本到视频，这便可以更

好地支持各类学习者使用CSILE/KF进行互动，即便是

一年级的小学生也可以更多通过绘图来表现他们的

想法。而且，这些参与者可以很容易地为自己的短文

加上关键词，便于其他人集中理解自己的想法，也便

于对短文进行搜索和重新组织。 

(4) 短文和视窗支持个人创作和小组创作。既允

许单个人创建短文和视窗，也允许多个作者共同创

建、修改短文和视窗，而且可以选择放入私人空间还

是公开发布，默认是放入公共空间进行广泛共享。 

(5) 支持参与者在探究过程中即时提出新思想

和新目标。CSILE/KF作为一种开放性环境，不像常见

的探究环境那样事先规定好知识范围和探究活动的

边界和结构，而是让整个共同体对公共知识空间的发

展负集体责任，随着带有不同知识经验专长的参与者

在公共知识空间中贡献不同的想法、相互切磋和沟

通，自然地形成核心性的思想和深层理解，也形成更

进一步的探究问题和目标。 

2、创建相互联系的公共知识 

如图 2所示，用户发表的短文是嵌套在一个不断

发展的结构之中的，这种嵌套结构自然形成了短文之

间的“母子”关系，相互有链接，而且这些短文和链

接都是可以修改的。 

 
图2  通过灵活的“发展”、“链接”、“引用”等功能来创建相互联系的公共知识 

(1) 灵活的发展(build-on)。上图中的前五个界

面显示了短文的不同发展结构，即新短文是如何在原

有短文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学习者们围绕频率和振

幅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多次尝试把一个短文放在不

同的结构中，以突出自己对于频率和振幅的不同理

解。同样是这些短文，第六个界面以线索会话

（threaded discourse）的形式显示了它们的结构，

短文之间保留了相互之间的链接关系，学习者可以沿

着链接线索阅读各篇短文。线索会话是当前因特网上

流行的形式，各种BBS基本都通过回复关系构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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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话的线索。但是这种流行的线索会话方式（正如

WebCT和Blackboard等学习管理系统所采用的）不能

保留这些按线索延伸出（如回复）的短文之间的超链

接，因此，这种线索实际上是线性的，而不具有非线

性的灵活结构，而且也不能支持对线索结构的重新组

织，这是不利于知识建构的。知识论坛系统在这些方

面都具有一定的超越。 

(2) 点评、引用和参考。用户可以在任何一个短

文中添加点评，可以将任何一篇短文作为自己所写短

文的参考文献，也可以在短文中直接引用，这些相互

参考或引用的短文之间便形成了超链接结构。通过这

种相互参考或引用的超链接结构，参与者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和背景出发来阅读这些短文。短文和视窗、视

窗和视窗之间也可以建立这种参考、引用关系和超链

接，每篇短文、每个视窗都嵌套在一个结构之中，这

种深层的嵌套结构能够促进信息的深层加工。 

(3) 多种索引。每篇短文中都有作者指定的关键

词、问题表述、支架、题目等，也有系统自动生成的

关于作者、日期、短文内容等的信息。参与者可以通

过多种检索方式来查找和阅读所需要的短文，而且可

以将找到的短文输出到一个新的视窗之中。 

3、深入的知识加工过程

 
图3 深入的知识加工过程 

很多常见的软件工具为用户提供了修饰文字和

图片的调色板，而CSILE/KF则设置了高级知识加工的

“调色板”，支持用户对知识的高级加工活动，主要

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1）为知识加工过程提供脚手架。知识论坛支

持用户针对不同的知识加工活动使用各种“脚手架”

（Scaffolds），在用户撰写短文发表见解时，这些

脚手架可以作为参考性的思维框架，帮助用户明确所

写内容背后的目的意图，明确分析问题的思路。具体

来说： 

 针对不同种类的知识加工过程采用不同的

脚手架。比如，如图3所示，针对理论建构型的知识

加工活动的脚手架中包括以下项目：“我的理论”、

“我需要弄懂⋯⋯”、“新信息”、“这种理论不能

解释⋯⋯”、“一种更好的理论”、“综合我们的已

知”、“更新的信息”、“我的新理论”、“我的实

验”等。在撰写短文进行理论建构任务时，用户可以

适当选择上面的项目，知识论坛便可以自动地对短文

中的相应内容加注上这些脚手架标志。 

 用户可以灵活地按照任意顺序选择各种脚

手架项目，而一旦用户将这些项目添加到自己的短文

中，这些项目就可以作为对这些短文的检索词，便于

对短文的检索查找。 

 用户可以按照自己所进行的知识加工活动

的类型自定义新的脚手架，并装配到某些视窗之中。 

(2)贡献和参考。“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是协作

学习活动中一个常用的规范，鼓励学习者用自己的话

来说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重复原有资料中的字句。

CSILE/KF将这一规范修改为“贡献和参考”

（contribute-and-reference），在鼓励每个人贡献

自己想法的同时也鼓励参考引用现有的成果。如图3

所示，作者在写短文时可以引用其它的短文，所引用

的短文内容自动以斜体字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示区

别，而且自动生成指向原短文的超链接。 

（3）问题指向。鼓励参与者在写短文时填写该短

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促使他们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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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主题为中心展开探究活动。所填写的问题可以自

动成为短文的检索词。 

4、升华与思想改进 

为了支持共同体思想的改进发展，CSILE/KF提供

了“升华”（Rise-above）的功能，即在多篇短文的

基础上综合提升出一篇短文。在多元观点的交互中，

我们常常并不是选出其中一个“赢家”，也不是简单

相互妥协，而是需要在辨证地分析各家观点的基础上

升华出新的观点，既保留了各种观点的贡献，同时又

超越它们的对立性。“升华”的功能就是为此而设计

的。升华的简单形式可以是对多篇短文的精华的提

取，其复杂形式可以是对原有短文的综合超越。

 
图4 “升华”与思想的持续改进 

图4的左侧界面显示了一个学生在几个月的知识

积累发展的基础上写的概括总结。这个学生把一系列

的短文包在一起，升华出了新的发现。被这篇升华性

短文所包入的原有短文这时便会从第一层界面中消

失，而只能通过这篇升华性短文来访问。这也为讨论

过程的档案整理以及浓缩那些冗长的讨论内容提供

了一种工具。 

图4右侧界面显示的是针对若干个视窗进行的

“升华”。学习者们本来先建了关于眼睛、循环系统

等的视窗，后来创建了一个更上位的视窗“人体”，

把各个分离的视窗统合起来。通过这种升华结构，学

习者可以放大视野看问题，也可以聚焦到一些点上，

便于他们更清楚地洞察其中的关系。除此之外，

CSILE/KF还通过以下方式来支持共同体对思想的持

续改进。 

(1) 不断创建上位结构。共同体的参与者可以随

时在更复杂的层次上对所探究的问题进行重新界定，

创建对短文、视窗的上位升华，以及对于升华的再升

华。 

(2) 回顾、反思和修改。作者可以随时对自己创

建的短文和视窗进行再修改，不像目前通用的很多

BBS那样一经发表便无法修改。 

(3) 对已创建短文和视窗的共同编辑。参与者作

为编辑可以对共同体之中已经发表的短文和视窗进

行再组织。 

5、个人档案和群体档案；思想的演进历程 

档案袋式的过程评价是当前流行的一种新学习

评价方式。CSILE/KF可以支持个人档案和群体档案的

创建和保留。图5的上半部分所示的是个人学习档案，

其中的左侧界面是参与活动的每个学习者的个人学

习档案，右侧界面是其中一个学习者（Anojini）的

个人学习档案的具体内容。图5的下半部分是群体学

习档案，其中左侧是各小组的档案的列表，右侧是其

中一个小组的档案的具体内容。 

在CSILE/KF的数据库中，各个参与者发表的内容

自然而然地反映了每个人的贡献，以及各小组在每个

成员的贡献的基础上达到的团体成就水平。档案袋是

学习者个人或小组创建的一种新视窗，学习者在整个

探究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从自己所写的短文中选择

代表性作品复制到档案袋视窗中，展现自己的主要工

作。这有利于学习者的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以及同伴

互评，也便于教师和研究者对学习者的思想演进过程

进行评价分析。 

6、思想作品作为对话互动的对象 

CSILE/KF可以接受任何转化为数字化格式的内

容，支持用户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作为共同

体对话交流的对象，支持各种类型的知识建构活动。

图6显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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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四年级小学生在研究动植物生活环境时的个人档案；四年级学生研究光时的群体档案 

 
图6 思想和人工制品作为对话的对象 

图6左上角的界面是一个电子表格，右上角是一

幅关于医疗过程的图片，左下角是与演示文稿相链接

的视频流，右下角是一个物理模拟软件的界面抓图。

CSILE/KF可以方便地支持这些对象的导入和导出，以

便辅助围绕知识建构而进行的对话过程。 

7、蕴涵式的促进性评价 

知识建构者可以自己监控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

评价，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外部评价。上面提到的个人

和群体的学习档案袋可以在此方面发挥很大作用。除

此之外，CSILE/KF还具有专门的过程分析工具，能够

自动记录用户对短文的创建数、阅读次数、引用次数、

发展出的新短文数以及创建的视窗数，能够分析这些

短文和视窗的链接关系，并用统计图反映出来。这可

以在整个过程中之中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有效的反

馈，促进学习过程的改进。 

8、通过虚拟工具建立知识社会网络 

CSILE/KF具有灵活的数据库访问方式和链接结

构，它可以支持一个课堂的协作知识建构活动，也可

以支持跨地区的知识建构活动，若干地区的KBC可以

通过CSILE/KF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这种

结构也恰恰体现了正在到来的知识社会的基本交往

结构。各个地方公开发布的数据连为一体，可以形成

一个大知识网络，各成员可以在其中进行访问、评论、

参考引用、升华发展等。而且CSILE/KF提供了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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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参与者在整个共同体的数据

库中找到自己关心的内容。通过网络，各地的参与者

也可以围绕数据库中的内容进行虚拟的研讨、会议、

培训等。CSILE/KF研究项目中的很多实验性教学活动

都把学生、教师、研究者、研究生和课程专家、学科

专家等组织在一起进行合作探究活动。当然，

CSILE/KF也允许用户把一些内容设置为个人隐私。

 
图7  通过分析工具支持个人和小组评价 

三、研究总结与展望 

CSILE/KF试图在设计思想上实现一系列的变革：

从关注任务活动到关注思想的持续改进，从强调个人

的学习过程和成绩到强调共同体知识的建构，从预先

设定好的、教师主导的对话过程到围绕知识建构进行

的自组织性的分布式对话。在这种设计思想和技术产

品的基础上，我们发展起了一种新的知识建构教学模

式以及教学原则 (Scardamalia, 2002)
[11]
。近20年来，

我们的课题组在加拿大和美国对使用CSILE/KF进行

的知识建构学习模式做了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发

现：（1）在标准化成绩测验中，实验组学生无论是基

本技能还是高水平思维技能都要优于控制组的学生，

尤其是在词汇、拼写和阅读理解方面的分数都明显高

于控制组；（2）在对问题的解释上，实验组学生能够

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解释。他们能从因果关系上进行

解释而不是仅仅罗列事实；（3）在作图能力上，发现

实验组学生比控制组有更好的作图能力，更善于用图

形化方式来表现知识；（4）通过考察学生对自己和同

伴的工作所进行的评价，研究者发现实验组学生对自

己的学习活动和知识有更深入的认识和反思；（5）在

学习过程中，实验组学生更倾向于关注认知目标和问

题的结构特征，更重视采用建构性的学习方法；（6）

在学习者所持有的学习观上，实验组学生倾向于认为

学习依赖于积极的思考和理解，而控制组学生倾向于

认为学习就是专心完成作业和记忆；（7）实验组学生

能够更成功地合作解决问题，每个学生的参与更深

入，不存在由于性别原因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的情

况。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学生在使用知识建构环

境的过程中，元认知水平得到了提高，学生的交流协

作能力、信息素养等也有改善，并且这些能力能从网

上迁移到现实情景中。而且，CSILE/KF的使用范围包

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医疗机构、产业界等，它

不仅能够促进知识学习，而且可以促进知识创新和终

身学习。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KBC

的认知的、社会文化的动态机制，也需要在实践层面

上对KBC的教学思路和模式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界

定KBC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和障

碍，比如观念、师资、学科内容差异、技术条件、学

校制度和组织结构、测评方式、文化差异、时间压力

等，进而通过持续的设计型研究（Design Research）

——一种针对教育设计而进行的形成性研究，寻找突

破障碍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的、组织文化的以及技

术的创新建立可持续的支持知识建构的动态机制。目

前我们联合了北美、亚洲、欧洲等地区的众多研究者

正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致谢：本文的工作得到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

委员会(SSHRC)的新经济创新基金 (INE)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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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采风 

SkillSoft启动下一代开放式结构学习系统 
SkillSoft 宣布了一个全新的开放式学习结构项目，能将多种学习资源和学习应用软件进行无缝整合，学

习功能很强，相对于目前的学习系统，用户只需要花更少的学习时间和更少的努力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随着开放式学习服务结构（OLSA）的发布，SkillSoft 成为 e-learning 市场中学习资源的第一大提供商，

这些学习资源都是基于面向服务结构的，以此来平衡现有学习系统标准、XML 和新出现的网络服务标准，从而

使用户以更灵活先进的学习方案来使用 SkillPort(R)平台和其它学习管理系统以及网络门户。 

   “现有的学习结构致力于在单一学习管理系统环境中整合小学习体来创造学习内容，”SkillSoft 的技术副

总 Mark Townsend 说，“我们认为该是更综合考虑的时候了，应该整合学习系统来创造更有价值的学习方案，

让用户能更快更省力地学习。” 

    SkillSoft 此系统的宣布适应了新技术和市场趋势，一位行业人士 Josh Bersin 分析，“即使是喜欢用现

有学习平台的用户也感受到它的不足，不能轻易整合新的、有用的技术到系统中来，用户希望是多种系统的完

美混合和匹配。SkillSoft 的 OLSA 是实现大多数用户所需要的更高级的开放式整合的重要一步。” 

    OLSA 的首要目标是有效平衡 SkillSoft 的 Search-and-Learn(TM)技术及其学习活动和 KnowledgeCenter

（TM）学习结构。这一新结构将为 1200 多家目前正使用 SkillPort 的公司提供更灵活的方式，允许使用第三方

学习管理系统的用户从 SkillSoft 中获取新的学习内容和技术。OLSA 的自主性是 SkillSoft 技术领先的一部分，

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还将继续加强。 

(资料来源：在线教育资讯 http://www.online-edu.org/newarticle/articles/5/4112.html 编辑：李雅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