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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对面的协作学习、计算机支持的

协作学习到混合式协作学习

彭 绍 东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混合式协作学习（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简称 BCL）是指恰当选择与综合运用各种学习理论、学习

资源、学习环境、学习策略中的有利因素，使学习者形成学习共同体，并在现实时空与网络虚拟时空的小组学习活动整

合和社会交互、操作交互以及自我反思交互中，进行协同认知，培养协作技能与互助情感，以促进学习绩效最优化的理

论与实践。 BCL 是从面对面的协作学习 （Face to Fac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简称 F2FCL） 经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简称 CSCL）发展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协作学习类型。 BCL 是 CSCL 与 F2FCL

整合、混合学习与协作学习整合的必然选择。 笔者自 2006 年 9 月开始一直致力于 BCL 研究。 在基于“教育技术原理”、

“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硕士课程的 BCL 设计研究中，初步建立了 BCL 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与研究方法体系。 本文重点

介绍其中 BCL 的产生脉络、含义界定，比较 F2FCL、CSCL、BCL 的优缺点，并简介国内外 BCL 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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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合式协作学习产生的

逻辑脉络与含义界定

学习是一个古老、现实而又永恒的话题。人类为了

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探讨学习规律，并利

用学习规律调整学习策略，以求不断提高学习绩效。
（一）混合式协作学习产生的逻辑脉络

从教育的技术角度来疏理人类学习特别是网络

时代的人类学习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出存在如下两

条脉络：
第一条脉络是，自农耕时代言传身教的私塾制向

工业化时代成批教学的班级授课制转变后，又经过数

百年的发展，迎来了信息时代的曙光，人们希冀乘网

络快车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通过 e-Learning 这种电子

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学习方式来实现教育的革命。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这个十多年里， 广大

教 育 工 作 者 特 别 是 远 程 教 育 工 作 者 在 大 力 推 崇 e-
Learning 这种新的学习策略与模式。 然而，现实结果

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在痛苦的反思中，企业 e-Learn-
ing 培训， 这个对教学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敏感的办

学 形 态， 首 先 意 识 到 要 把 传 统 的 面 对 面 学 习 和 e-
Learning 相结合，使二者取长补短。 于是，在 20 世纪

末，诞生了所谓的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 随着

对混合学习研究的深入， 人们再吸收了协作学习、自

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精髓，进一步强调网上网下协

作学习的综合利用，于是诞生了所谓混合式协作学习

（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简称 BCL）。
第二条脉络是，在班级授课制产生以后，教师意

识到单靠自己的“一桶水”学识和精力难以满足“嗷嗷

待哺”的全班许多学生的多种学习需要，于是秉承孔

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和《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等古训，开展了以学生互教互学为宗

旨的“合作学习”。 即要求学习者懂得向别人学习和与

别人一道学习，互帮互学，共同进步。 20 世纪 30 年代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就推行过“小先生制”这种合作学

习策略，强调学生“即知即传人”，也就是把学到的知

识随时传给周围的同伴。 [1]20 世纪 60 年代，大卫·约

翰逊（David Johnson）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开始 对 教

师进行合作学习的培训， 经过多年的合作研究，1975
年，他和罗格·约翰逊（Roger Johnson）合作出版了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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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的著作《Learning Together and Alone: Coopera-
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Learning》。 在该书

及其后续研究中，约翰逊兄弟总结了著名的“合作学

习”五要素。 [2]1976 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罗伯特·斯莱文开始开发合作学习课程，[3]并在其后的

研究中总结出了“学生小组成绩分工法（STAD）”、“小

组游戏竞赛法（TGT）”，在 1990 年发表的《合作学习：
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对“合作学习”进行了比较系统

的理论建构。 [4]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教育学领域的“合作学习”
研究者探讨利用计算机、网络支持合作学习的途径和

模式时，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简称 CSCW）领域的研究者们借鉴

利用群件（Groupware）支持协同工作的原理，把群件

技术与合作学习结果起来，开展了计算机支持的协作

学习（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简称

CSCL）的探讨。 [5]1996 年，Koschmann 提出 CSCL 是教

育技术中继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计算机辅

助教学）之后的一种新范型。 [6]其后，随着技术与理论

的发展，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在教育技术学科领

域、计算机应用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重视，并在教学

中得到了应用。 从 1995 年开始至 2009 年，已先后召

开了八次正式的 CSCL 国际会议。
21 世纪初，随着人们对 CSCL 研究的深入，发现

单靠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协作，其学习的绩效仍然不够

理想，一些教师、学生对基于协作学习平台的学习兴

趣并不能持久保持。 于是，受“混合学习”思想的启发，
很自然地想到 CSCL 与传统的面对面协作学习的混

合，从而出现了“混合式协作学习”。
上述两条发展脉络的逻辑结构，可用图 1 表示。

图 1 “混合式协作学习（BCL）”产生的逻辑脉络

（二）混合式协作学习的含义界定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先提出通过连续多年的实证

研究和理论探讨所总结的关于 BCL 的定义：
混合式协作学习（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简称 BCL） 是指恰当选择与综合运用各种学习理论、
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学习策略中的有利因素，使学习

者结成学习共同体，并在现实时空与网络虚拟时空的

小组学习活动整合和社会交互、操作交互以及自我反

思交互中，进行协同认知，培养协作技能与互助情感，
以促进学习绩效最优化的理论与实践。

该定义旨在表达如下一些思想：
（1）BCL 产生的直接动因。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

习（CSCL）与面对面的协作学习（F2FCL）的“混合”，使

协作学习绩效最优化。
（2）BCL 的提出依据。 学习群体的异质性，各种学

习目标的交叉性，多种学习理论的互补性，学习资源

与环境的多样性，各种学习策略、学习方式的适应性

和有效性，学习活动的群体性。
（3）BCL 的实现途径。 使学习者结成和谐、互助的

学习共同体， 使现实时空与网络虚拟时空的学习活动

整合， 综合运用社会交互、 操作交互以及自我反思交

互。
（4）BCL 的直接目标。 进行协同认知，培养协作技

能与互助情感。
（5）BCL 的最高目标。 促进学习绩效最优化。 “学

习绩效”除个体学习效果外，还包括团体认知、协作技

能、互助情感等社会性学习效果，单位学习成本（时

间、费用等）的效益。
（6）BCL 的本质特征。 使多个学习个体结成共同

体， 并使技术与共同体在两种时空的活动中整合，最

大限度地发挥学习共同体与学习技术的作用，追求学

习绩效的最优化。
（7）BCL 的归属。 从总体看，是一种新兴的学习理

论与综合性的学习实践；从不同视角看，属于一种新

的教学策略、一种新的学习类型、一种新的教学技术、
一种新的学与教活动行为。

（8）BCL 按组成要素，可分为三个子类。 各子类的

组成与特征分别为：
誗 F2FCL+CSCL。 无论是面对面的教学还是在线

学习，都以协作学习的方式展开，是面对面的协作学

习与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的整合。
誗 F2FL+CSCL。 利用传统面对面的教学弥补计

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的不足，是 CSCL 的必要补充。
誗 F2FCL+e-Learning。利用网络技术支持面对面

的协作学习，是 F2FCL 的必要补充。
此外，BCL 还成长于“混合学习”的思想土壤。 关

于“混合”，笔者有如下一些理解：
（1）之所以“混”，是因为有多个不同质的对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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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 如果是同一对象，或者相同性质的对象在

一起，就不称为“混”。
（2）“混”的目的是使异质对象能 组 成 一 个 具 有

结构性功能的“混合整体”。 “混合整体”的功能是所

有组成对象的基本功能之和加上各组成对象间的结

构性功能之和。
（3）所 谓“合”，是 指 把 分 散 的 对 象 组 成 一 个 整

体，即形成一个新“系统”。
（4）“混合学习”中的“混合”通常指网上学习与

面对面教学的混合， 强调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与 e-
Learning 的优势互补，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5）混合学习中的“混合”，应该包括所有学习要

素的整合与充分利用。 具体说来， 还有如下一些含

义：
誗 不同学习方式的混合：网上学习+网下学习、

异步学习+同步学习、 自主学习+协作学习、 接受学

习+探究学习。
誗 不同学习资源的混合：书本资源+实物资源+

数字媒体资源，自制的学习资源+他人制作的学习资

源。
誗 不 同 学 习 内 容 的 混 合：在 同 一 课 程、同 一 活

动中学习多种不同形式的内容。
誗 不同学习时空的混合： 现实学习时空+网络

虚拟学习时空。
誗 不同学习参与者的混合：生+师+机。
誗 不同学习目标的混合：知识建构+技能形成+

情感态度培养。
誗 不同原因的混合：如因为学习内容太难而混

合， 因为学习成本太高而混合， 因为情感缺失而混

合。
誗 不同比例的混合： 如偶尔面授+经常远程学

习、经常面授+偶尔远程学习、面授学习和远程学习

的时间大体相当。
誗 不同深度的混合： 如表层混合———只是形式

上采用多种学习方式，深层混合———从指导思想、学

习设计、 学习工具到学习评价等各个方面都注意发

挥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与 e-Learning 的优势。
誗 不 同 结 构 的 混 合：指 混 合 对 象（不 同 的 学 习

方式或学习资源，或学习内容，或学习时空，或学习

参与者，或学习目标）组合的时序结构或关系结构不

同。
（6）由 学 习 个 体“混 合”而 成 的 学 习 共 同 体，有

“三 重 境 界”：“和 谐 群 体”→“互 助 集 体”→“创 新 团

体”。 与此相应的是由“协”到“作”的“共同体”的结构

功能的提升。

二、F2FCL、CSCL、BCL 的比较

（一）从合作学习到协作学习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协作学习（Col-
laborative Learning） 是使用频繁且含义较难区分的两

个词。 因为无论在汉语里还是英语中，二者的含义区

别并不大。 从使用者习惯看，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习

惯使用“合作学习”，而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则习

惯使用“协作学习”。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为了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剖析这些词的含义演变历

程。
通过追寻， 合作学习与协作学习的关系演变，可

归纳为表 1 所示的四个阶段。
表 1 合作学习与协作学习的关系演变

笔者认为， 合作学习与协作学习不存在谁优谁

劣，要综合运用。 因为即使是协同知识建构，也存在着

学习的分工；即使是表面上独立完成任务的“合作”，
也存在着合作群体最后对合作结果的认同。

关于合作学习的含义界定， 存在众多视角与表

述。 其中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约

翰逊兄弟的“小组共同活动”说（协作学习就是在教学

阶段特征 关系特征

合 作 学 习 思 想

萌芽期（古代）

产 生 了 互 教 互 学、教 学 相 长、相 互 启 发 的 思

想，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合（协）作学习理论

合 作 学 习 理 论

体系形成期（20
世纪 60 年代末

出现 F2FCL）

基 于 传 统 面 对 面 教 学 环 境 下 的 合 作 学 习 理

论，在教学改革大潮中形成。 此阶段，人们并

未对合作学习与协作学习加以刻意区分，而

认为二者等同

合作学习与协作

学习分化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

出现 CSCL）

在教育技术领域，随着群件技术支持下的协

作学习新范式的兴起，人们将旨在进行协同

知 识 建 构 的 计 算 机 支 持 的 协 作 学 习 与 合 作

学习加以区分，从而形成了所谓教育技术领

域使用“协作学习”的“习惯”，但“教学论”领

域仍习惯使用“合作学习”，从而出现二者的

分野

合 作 学 习 与 协

作 学 习 交 叉 发

展 期 （21 世 纪

初出现 BCL）

现 实 的 学 习 中，必 须 将 协 同 知 识 建 构、分 工

合作、教学相长等策略有机结合。 但因结合

方式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整合观：第一种

观 点 认 为 由 于 协 作 学 习 产 生 于 合 作 学 习 母

体，合 作 学 习 包 含 协 作 学 习；第 二 种 观 点 认

为合作学习是协作学习的一个特例，协作学

习包含合作学习；第三种观点认为合作学习

与协作学习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特殊性，

二者是交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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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视角 定义表述

“相关行为”说
协作学习是学生以小组形式参与、为达到共同的学习目标、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最大化个人和他人习得成果，而

合作互助的一切相关行为 [8]

“交互活动”说
协作学习是指多个学习者对同一问题用多种不同观点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等交互活动，这些交互活动是深

化问题理解和获得高级认知能力的外部条件 [9]

“教育方法”说
协作学习是一个关于凝聚学生智慧或师生努力的各种教育方法的概括性的术语。 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生

结成小组进行活动，互助地探求理解、解决问题、掌握含义或创造作品 [10]

“教学形式”说 协作学习是指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在一起从事学习活动,互促学习,以提高学习成效的一种教学形式 [11]

“策略”说
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是一种为了促进学习,通过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协作完成某个给定学习

目标的学习策略或学习模式 [12]

“团体学习”说
协作学习是指学习者为了完成某个共同任务,在明确责任分工的基础上以小组或团队的形式进行的学习。 [13]协作

学习是指多个学习者利用学习资源,在沟通、亲合的气氛下,结成学习伙伴,形成团体意识,共同学习和互助学习 [14]

“学习方式”说 协作学习是指让学习者以小组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一起建构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 [15]

“过程”说
协作学习是指学生个体通过小组从事学习活动、完成学习目标的过程。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个体之间进行积极的

交流、协商、沟通，以形成共识，并分享学习成果。 [16]

“情境”说

协作学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学习或尝试共同学习某些内容的情境。 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以解释为一

对、一个小组、一个班、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及其所有中间层次；“学习某些内容”可以解释为“跟课”、“学习课程材

料”、“完成诸如问题解决之类的学习活动”、“从终身工作实践中学习”等；“共同”可以解释为面对面的或者以计算

机为媒介的、同步的或者异步的、经常的或者偶然的交互形式，而不论是否是有真的连接努力以及劳动是否以一

种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分工 [17]

中通过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他

们自己和他人的学习）。 [7]

关于协作学习的含义界定，同样存在多种视角与

表述，见表 2。
表 2 所汇总的“协作学习”诸多定义中，“相关行

为”说继承了 Johnson 兄弟关于合作学习的“小组共同

活动”说思想；“交互活动”说、“团体学习”说、“过程”
说强调了“学习”的交互性、团体性、过程性特征；“情

境”说则强调了“学习”的“协作”情境；“教育方法”说、
“教学形式”说、“策略”说则试图揭示“协作学习”的类

属。 笔者认为，“协作学习”的界定中，要涵盖其四大特

征：形式特征———团体（小组）学习，内容特征———协

同知识建构，归属特征———教学策略，目标特征———
提高团体和个人的学习成果。

由此，笔者将定义表述为：协作学习是指学习者

按照一定规则和学习目标要求结成小组，通过人际沟

通、互助与协同知识建构，提高小组与个人学习绩效

的一种教学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与界定，现对合作学习与协作学习

的特征加以比较，见表 3。
协作学习按其使用的交互媒介和学习的时空环

境，可分为面对面的协作学习（F2FCL）、计算机支持

的协作学习（CSCL）和混合式协作学习（BCL）三种类

型。 下面，进一步界定这些协作学习类型的含义，分析

其特征。
（二）面对面的协作学习

在 CSCL 产生以前，面对面的协作学习大多与面

对面的合作学习混在一起而未加区分。 换句话说，以

往面对面的合作学习中有一部分是面对面的协作学

习，但也有一部分不是。 为此，有必要加以疏理。 面对

面的协作学习与面对面的合作学习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强调小组认知和协同知识建构，后者强调小组学

习中的分工与合作。
笔者认为，面对面的协作学习（F2FCL）是指学习

者在面对面的小组学习环境中围绕学习中的问题，以

口语和肢体语言为主交流信息，通过协同认知、交流

情感与培养协作技能，以促进小组与个人学习绩效优

化的理论与实践。
该定义的理解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F2FCL 的性质：是一种教学策略性理论与实

践。 强调 F2FCL 中的过程性、理论性和教师的设计与

组织作用。
（2）F2FCL 有 三 个 条 件：小 组 学 习 环 境、问 题 讨

论、面对交流。
（3）F2FCL 实现途径与目标：协同认知、交流情感、

培养协作技能，促进小组与个人的学习绩效的优化。
面对面协作学习的模式，尚没有专门的归纳。 不

过，据上述定义，我们可对国内外比较著名的合作学

表 2 协作学习的定义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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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模式中的 F2FCL 成分加以辨析，见表 4。
（三）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是学习者在计算机网络

技术的支持下，结成学习共同体，并在共同活动与交

互中协同认知、交流情感、培养协作技能，以提高学习

绩效的理论与实践。

该定义的理解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CSCL 是在计算机网络的群件（Groupware）技

术支持下实现的。 群体技术的产生得益于计算机支持

的协同工作的研究与应用。
（2）CSCL 的主体是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是由

众多的学习者（包括助学者）在共同的学习环境中围

模式名称（提出者，提出时间） 特征辨析

学生小组成绩分工法（简称 STAD）（Slavin ,1978）
强调学生的互助互励和成绩提高，没有强调协同意义建构，不

属于典型的 F2FCL

小组游戏竞赛法（简称 TGT）（DeVries & Slavin, 1978）
STAD 的不同之处只是将学习竞赛游戏代替了测验，不强调协

调意义建构，不属于典型的 F2FCL

小组辅助个别学习法（简称 TAI）（Slavin, Leavey & Madden, 1986）
强调学生在小组开展个别化学习，不懂处可求助，没有强调协

同意义建构，不属于典型的 F2FCL

合作性读写一体化（简称 CIRC）（Madden,Slavin, & Stevens, 1986）
主要用于语文教学， 强调学习小组的协同意义建构与共同活

动，具有协作学习特征，属于 F2FCL

切块拼接法（Jigsaw）（Aronson 等，1978）
虽然有专家组的讨论，但并不追求团体学习绩效，不属于典型

的 F2FCL

切块拼接法（Jigaw II）（Slavin, 1986）
有专家的讨论和基础组的互教互学， 追求团体学习绩效的最

大化，属于 F2FCL

共同学习法（简称 LT）（David & Roger Johnson, 1987）
学生站在正反立场进行辩论，并交换立场，有助于小组达成被

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属于典型的 F2FCL

合作性冲突法（简称 CC）（David & Roger Johnson，1979）
强调发现、创设和解决观念上的冲突，强调通过换角色辩论达

成观点一致，属于辩论型 F2FCL

小组调查法（简称 GI）（Sharan，1976）
有协同设计与探究， 调查结果源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并达

成的共识，属于探究型的 F2FCL

表 4 F2FCL 模式来源辨析①

合作学习 协作学习

区别

1.学习小组通常将 任 务 进 行 分 割，不 同 个 体 承 担 不 同 的 子

任务，最后把各子任务的完成结果合并为小组学习结果。 强

调的是相互配合而不是互教互学

1. 学习小组不对任务进行分割， 需共同工作以解决问

题。 即小组各成员需通过会话、协商、互教互学等途径

获得团体认知，以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2.强调学习的结果 2.强调学习的过程

3.学习任务是固定的。 比较适合于良构领域的知识学习和

大任务的学习

3.学习任务是开放的。比较适合于劣构领域的知识学习

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4.合作学习中不包含竞争性学习 4.协作学习中可包含竞争性学习

5.注重教师对合作学习的设计、组织、引导 5.注重学生对知识意义的协同建构

6.注重使用量化指标评定成绩 6. 注重使用质性指标评定成绩

联系

1.都以小组为基本单位组织学习

2.都有团体学习任务与目标

3.都强调小组成员的积极互赖、促进性交互、个体责任、社交技能和小组自加工，以共同区别于传统的小组学习

4.都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5.协作学习中可以有部分合作学习，合作学习中也可以有部分协作学习

表 3 合作学习与协作学习的特征比较

①参见：盛群力，郑淑贞.合作学习设计[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70~95；王坦.合作学习———原理与策略[M].北京：学苑出版

社，2001.25~188；勒王乐.合作学习[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5.12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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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共同的学习目标、学习主题进行会话、交互、协作、
互助中，自然结成的具有认同、归属意识的学习组织。

（3）CSCL 的实现过程是共同活动与交互。 这里的

“共同活动” 主要指学习小组的问题求解与协同创作

活动,这里的“交互”主要有教学交互、认知交互和社会

交互。
（4）CSCL 的具体任务有三项：协同认知、交流情

感、培养协作的技能。
（5）CSCL 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小组与个人的学习绩

效。
（6）CSCL 的归属是一种学习策略性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国内外 CSCL 文献检索与分析结果， 另有专

文介绍。
（四）F2FCL、CSCL、BCL 的优缺点比较

任何学习策略、学习方式都有优缺点和适用条件，
不存在万能的和绝对最好的。 F2FCL、CSCL、BCL 也一

样（见表 5）。 BCL 与 F2FCL、CSCL 同属协作学习的研

究范畴，三者的出现虽有先后，但各自都有发展空间。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F2FCL、CSCL、BCL 都注重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习共同体的协同作用与集体智慧。
（2）F2FCL、CSCL、BCL 都注重多种支持作用的整

合。 F2FCL 整合的是学习共同体的集体智慧和情感互

动，CSCL 整合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共同体学习的

环境支持和工具作用，BCL 则在上述作用的基础上进

一步整合了现实时空学习和虚拟时空学习的混合作

用。因此，相对而言，BCL 具有一定的整合优势。然而，
这种整合优势的发挥，对师生的教与学能力和协作意

F2FCL CSCL BCL

主

要

优

点

1. 教师对教学活动较易控制；2.
集 中 讨 论、交 流，有 助 于 较 快 地

完成活动任务；3.面对面互动，声

情并茂，有助于情感交流和达成

某种共同观点；4. 学习活动围绕

某一主题，集中在某个具体地点

进行， 且参与者可以相互提醒，

不易产生迷失讨论方向的现象；

5. 小组讨论的进程只有一个，能

较 快 地 获 得 反 馈 与 实 时 调 整 进

度，一般不会产生信息过载的现

象；6. 较适合于短期、 可集中进

行、难度不太大的传统课堂协作

学习

1.教 与 学 时 空 分 离，学 习 者 可 以 灵

活地选择交流的 对 象 和 学 习 工 具，

可以相对自由地 安 排 学 习 时 间，也

有 助 于 在 职 学 习 者 克 服 工—学 矛

盾；2. 可以节省因相聚而产生的差

旅费用和时间等支出 （但会增加一

些上网费用）；3.交互的内容与过程

信息可以自动记录，交互的人数、方

式可变， 交互的多媒体信息资源可

以超链接整合；4. 能够利用计算机

网络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对学习活

动自动提供帮助， 对学习过程进行

自动管理；5. 能够比较方便地创设

问题情境，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级

思维能力；6．学习制品数字化、网络

化，可 重 用、共 享；7．能 够 处 理 并 发

的学习行为， 不需要等待或打断其

他人的学习活动

1. 人、技术与学习的“双重整合”,使多个学习个体整合

为学习共同体，并使技术与共同体的学习整合，从而最

大限度地发挥学习共同体与学习技术的双重作用，使

学习绩效最 大 化；2.“主 导”、“主 体”双 重 作 用，既 能 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如引导、启发、点拨等），也能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自选学习资源、自定步调、自

主建构知识意义等）；3. 可进行知识学习的四种结合，

即良构知识与劣构知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陈述性

知识与创新性知识、 个体知识与共同体知识的学习结

合；4.现实时空与虚拟时空学习活动整合，使同步学习

与异步学习、面对面学习与远程学习有机结合，能有效

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益；5.有助于知识、技能、情

感态度学习目标的全面实现；6. 能充分发挥多种学习

理论、学习策略、交互与会话方式、学习资源、学习环境

的综合优势；7.学习者的角色扮演机会增加，互赖性增

强，有 助 于 提 高 协 作 学 习 的 驱 动 力；8.学 习 中 多 环 节、

多途径的反思、反馈与调节，有助于学习进程的有效控

制

主

要

缺

点

1.需要在共同的 时 间、地 点 进 行

讨论与协作，使学习者受到较大

限制；2.以口头讨论为主，难以用

多种媒体表达信息，学习过程难

以自动记录；3. 小组讨论只能围

绕特定主题逐个发言，不能有多

人同时发言；4.讨论时，话语权易

被少数人控制，使得一些人因焦

虑、性 格 内 向、反 应 不 够 敏 捷 等

原因而难以倾吐心声；5. 同一时

间不可能参加其他组的讨论，难

以对其他组的学习进行评价

1. 非言语交流方式的相对缺乏，容

易造成情感交流阻隔；2. 书面对话

不 能 像 口 语 对 话 那 么 随 意 进 行 ；3.
信息资料的巨增， 容易产生认知过

载；4. 师生对网络协作学习环境需

要逐步适应；5. 异步会话往往难以

获得实时反馈，令人焦虑与失望；6．
如果教师的引导 与 支 持 服 务 不 够，

学生的远程协作学习则往往难以深

入，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1.混 合 式 协 作 学 习 的 设 计 与 实 施，对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要

求较高，需要逐步熟悉方法和掌握规律；2.像 CSCL 一

样， 需要网络学习平台的支持和花费一定的上网费用

（但总的效益相对说来比较好）；3.学习环节较多，学习

活动的完成需要较长时间， 如果把握不好则有可能留

于形式

表 5 F2FCL、CSCL、BCL 的优缺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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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出了较高要求。
（3）F2FCL、CSCL、BCL 各有其适用条 件 和 范 围：

F2FCL 主要用于课堂学习；CSCL 主要用于远程学习；
BCL 整合了三要素（人、信息技术、协作）和两学习时

空（现实学习时空、虚拟学习时空），随着 3G 以上移动

通讯技术和视频会议系统的普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实现形式和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三、“协作学习”发展的划代

（一）“协作学习”发展的划代依据

图 1 在表达 BCL 产生的逻辑脉络的同时，也初步

揭示了“协作学习”已经由第一代的 F2FCL、第二代的

CSCL 发展为第三代的 BCL。“协作学习”发展的划代依

据可以进一步从本质区别、主要特征、基本要素、产生

背景、理论基础、技术条件、适用领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见表 6。

（二）“协作学习”发展的划代意义

1． 有助于把握三代协作学习的要素与特征

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 有人把面对面的协作学习

要素、特征类推到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中，而没有考

虑 CSCL 中的时空分离状况和支持服务要求， 结果影

响了 CSCL 质量。也有人过于迷恋 CSCL 中的协同知识

建构和人机交互， 忽视了学习中的情感阻隔和缺乏必

要的技能训练， 结果造成 CSCL 并不能全面达成学习

目标。而按照表 6 的分析，三代协作学习各自具有不同

的要素、特征与要求，必须具体分析，不可混用。
2． 有助于明晰三代协作学习的实现环境和研究

领域

F2FCL 的实现环境主要是传统的课堂面对面学

习环境， 其研究的领域是在教师的设计和指导下，学

生围绕协作主题开展面对面的、实时的、口语和肢体

语言交流为主的互动学习，其实践具有简便、快捷、易

控、转瞬即逝等特点。 而 CSCL 的实现环境大多是基

于网络的远程学习环境， 有同步交流和异步交流两

种，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在计算机网络支持下以书面

语为主的、非面对面的、数字化的人机协同交互、分布

依据 第一代协作学习：F2FCL 第二代协作学习：CSCL 第三代协作学习：BCL
本 质

区别

强调现实时空的学习群体整合作用 （人—

人）

强 调 虚 拟 时 空 的 学 习 群 体 整 合 作

用（人—机—人）

强调现实时空和虚拟时空的学习群体整合

作用

主 要

特征

1.利用人体信息器官直接表 达、传 播、加 工

各种学习 信 息；2. 进 行 面 对 面 的 促 进 性 交

互；3．协作时空合一

1.在 虚 拟 学 习 时 空 中 表 达 、传 播 、

加工各种学习信息；2.进行以计算

机网络为媒介的促进性人机交互；

3．协作时空分离

1.综合利用各种信息的表达、传播、加工途

径；2. 面对面交互与人机交互优势互补；3．
现实时空与虚拟时空综合利用

三者具有协作学习的共同特征：学习小组在共同的活动环境中，通过会话和交互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完成活动任务，从而协

同建构知识意义，形成社交技能和培养协作情感，以实现学习绩效的最优化

基 本

要素

1.异 质 学 习 小 组（组 内 异 质、组 间 同 质）；2．
积 极 互 赖；3.面 对 面 促 进 性 交 互 ；4.个 人 责

任；5. 面对面社交技能；6.小组加工

1.异质学习小组；2.积极互赖；3.促
进性人机交互；4.个人责任；5.基于

网络的社交技能；6.小组加工；7.网
络平台支持

1.异 质 学 习 小 组；2.积 极 互 赖；3.促 进 性 的

面对面交互与人机交互结合；4.个人责任；

5. 面 对 面 的 和 基 于 网 络 的 社 交 技 能；6.小
组加工；7.网络平台支持

产 生

背景

合 作 学 习 的 思 想 早 在 孔 子 （前 551—前

479）、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时 代 就

有了， 比较系统的面对面协作学习理论和

方法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

1989 年，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原 理 与 技 术 在 教 育 中 的 应 用 引 发

了人们对 CSCL 的探索。 其后，基

于网络的协作学习有较大发展，有

基于网络的论坛问题讨论、协同写

作、协同探索等学习形式

CSCL 效果的有限性引起人们的反思，混合

学 习 思 想 启 迪 人 们 将 F2FCL 与 CSCL 整

合，BCL 国 际 会 议 （emerge 2004）、BCL 在

教 师 培 训 中 的 应 用 （Gerard Prendergast，
2004）、BCL 的 实 证 研 究 与 理 论 建 构

（2006—2010）

理 论

基础

群 体 动 力 学、社 会 建 构 主 义、认 知 细 化（精

制）理论等

分布式认知理论、 认知弹性理论、

活动理论、基于问题的学习理论等

除 F2FCL、CSCL 的“理 论 基 础”外，还 有 混

合学习理论、主导—主体教学设计理论、首

要教学原理等

技 术

条件

面对面协作学习的时间与空间， 面对面协

作学习的设计与组织

协作学习支持平台与资源管理、群

件技术、网络通讯技术
包括 F2FCL、CSCL 二者的“技术条件”

适 用

领域
较适合于班级课堂教学 较适合于网上学习 较适合于混合学习

表 6 “协作学习”发展的划代依据

48



2010 年第 8 期（总第 208 期）

式认知、网上论坛讨论、协同知识建构等，其实践具有

灵活、远程、数字化、基于计算机媒介的通讯（CMC）、
附属角色隐藏（如学习过程的自动记录）、学习支持服

务与自治要求高等特点。 而混合式协作学习则要求综

合运用 F2FCL、CSCL 的优势，避免二者的不足，要求

具有把 F2FCL 与 CSCL 相融合的实现环境，其研究领

域包括以课堂学习为主的混合式协作学习和以远程

学习为主的混合式协作学习， 具有多形式多途径交

互、设计要求较高、所有教学要素综合利用、效果较好

等特点。
3． 有助于明晰三代协作学习的演变结构

图 1 标明有三代协作学习演变过程中所添加的

要素，展示了三代协作学习演变的结构关系。 该图的

左上角表明，学习的演变是由传统的个体（Individual）
学习开始的。

4． 有利于协作学习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协作学习演变的划代，使我们对面对面学习

环境下的、计算机网络支持学习环境下的和混合学习

环境下的协作学习有了新认识，从而有助于三代协作

学习的专门研究和对“协作学习”普遍规律的一般研

究，有助于理顺协作学习研究的层次关系。 其中需要

强调的是： 三代协作学习各有其适用条件和发展空

间，并非后一代就比前一代先进，更不是要用后一代

取代前一代。

四、国际 BCL 研究动态综述

笔者于 2006 年 12 月 7 日提出了“混合式协作学

习”这个中文名词。 当时的出发点是：怎样才能从理论

高 度 概 括 已 经 实 践 了 近 一 个 学 期 的 课 程 改 革 思

想———既有网上的协作学习， 也有面对面的协作学

习。 [18]因担心“乱造”概念，于是通过多个数字资源平

台进行核查。 核查结果是“混合式协作学习”这个中文

名词当时确实还未见报道， 但英文名词早在 2002 年

就已经有人提出。
通过检索及后续跟踪研究，笔者认为下列文献及

事件有较大的相关性：
2002 年， 英 国 的 Gerard A. Prendergast 在 面 向

在职业教育者的在线 e-Learning 培训中， 为了提高

培训绩效， 组织了 “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的讨论。 [19]2004 年 4 月，他在《Global Educator》在线

杂 志 （http://www.globaled.com/） 上 发 表 了 论 文

“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Online Teaching of
Online Educators”，其 中 给 出 的 “Blended Collabora-
tive Learning”定义是：“混合式协作学习本质上是一

种教师引导的远程学习方法，该方法在一个 促 进 异

步讨论的基本框架方面，混合了有用的面对 面 的 和

在线的技巧。 ”[20]

2003 年 9 月 25—26 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 “E-
COMM-LINE 2003”会 议 上 ，交 流 了 由 Ileana Ham-
burg（德 国）、Miona Lazea（罗 马 尼 亚）、Adina Ionescu
（罗马尼亚）合作的《关于残疾人的协作式远程学习

的 作 用》论 文，文 中 提 出 了 建 立 混 合 式 协 作 学 习 社

区的设想。 [21]

2004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0 日，南非开普敦大

学成功举办了“e/merge 2004 - 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Southern Africa”在 线 国 际 性 会 议（http://
emerge2004.net）。 注册参加该会议的代表有 232 名，
分别来自南非、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 会议主题中

强调了“混合式协作学习”。 [22]

2005 年，荷兰的 PIERRE J. VANEIJL 等人探讨了

在混合学习环境中协作学习与个体学习的效果。 [23]

外 文 文 献 中 还 提 到 了 “e-Learning” 培 训 中 的

“混合式协作学习”项目安排、移动学习中的混合式

协 作 学 习 支 持 策 略 、CSCL 中 的 混 合 式 协 作 学 习 发

展项目、混合式协作学习环境的设计等内容。
中文文献方面，2008 年第 7 期《现代教育技术》

杂志的简讯中报道，河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 2008
届硕士研究生李春燕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生 态 学 视

角下混合式协作学习 理 论 与 实 践 探 索”。 2009 年 6
月 28 日，有网友在个人博客中使用了“基于 网 络 环

境的混合式协作学习”一词。 [24]说明“混合式协作学

习”已经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
但 总 体 看 ，BCL 的 已 有 文 献 还 比 较 少 ，BCL 的

理论与实践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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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摆脱依附，走自主创新之路。 ”借鉴是需要的，但

还要超越。 南先生曾经根据我国二十多年办电教（教

育技术）专业的经验来回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

现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这就是深入

发展教育技术学专业建设我们应走之路。 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来办教育技术学专业， 就是我们的办学、教

学都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实现全体学生个性的全面

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为总目标。
“求真、求实、实践、创新”的精神，不是由教育技

术的学科特征简单演绎出来的。 在南先生总结上个世

纪 90 年代的三大电教实验的经验时，他发表了《现代

教育技术实验及其理论基础》和《电教实验：成功者的

基本经验》两篇很具典型性的论文。 这是他个人几十

年来在电教领域艰苦奋斗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1.成
功的实验，必须要有现代教学观、现代师生观、现代人

才观、学习时空观等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 2.成
功的实验必须要有教学设计、现代教育媒体、媒体教

学法三种技术支持。 3.成功的实验必须要有明确的目

标和恰当的选题。 4.成功的实验，必须要有认真的评

价，既要重视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更要重视形

成性评价，也要将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相结合。 5.成
功的实验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 要处理好借鉴与创新

关系，要继承和借鉴百家之长，走自己开辟创新之路。
所有这些，实际就是“求真、求实、实践、创新”精神的

具体体现。
“自信、务实、宽容、智慧”是教育技术学者们的为

人品质；“求真、求实、实践、创新”是教育技术的事业

精神，“求真”是本分，“求实”是核心，“实践”是关键，
“创新”是灵魂。 这是南先生的为人品质和事业精神所

在，也是教育技术的学科精神所在，愿与教育技术界

的各位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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