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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基于行为主义的教育观强调反馈对学习的促进

作用，认为教学就是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记忆知识，所

以传统教学采用“以教为主”的学习模式。 其结果是，
在课堂上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利用教材所传递的信

息，所学的大都是“惰性知识”，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应

用。 随着认知主义的发展，学习从“以教师为中心”的

传统学习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学习

模式，关注情境认知，注重学生主动的知识建构。 “然

而，建构主义一味强调学习者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
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

习者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1]。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的兴起和发展，许多教育者开始关注学习的

社会文化特征。 古老的共同体概念被引入到教育领

域，形成了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也有学

者译之为学习社区)。 1995 年，时任卡耐基教学促进

会主席的博耶尔(Ernest Boyer)提出了“学校是学习

的共同体”这一新的教育观点。 1998 年，东京大学佐

藤学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课堂的形态， 提出

“学习共同体是课堂最本质的形态”[2]。随着计算机网

络的发展，学习共同体被广泛地研究：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创建了 CSILE/Knowledge Building 项目， 借助

网络系统形成教室内的学习共同体； 美国西北大学

和伊利诺伊州大学联合开发了 CoVis 项目， 利用网

络和多媒体技术构建了中学科学学习的分布式多媒

体学习环境；2000 年，首都师范大学王陆教授率队开

发了虚拟学习社区智能网络教学支撑平台；2003 年，
清华大学的张建伟博士探讨了学习共同体的概念和

功能等问题，从学术性支持、认知性支持和人际性支

持三个侧面研究了基于网络的学习共同体的构成；
2005 年，国际远程教育著名学者夏洛特·古娜瓦德娜

博士指出，“进行网络教学最佳的或最主要的方法是

建立在线学习社区”[3]。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当前的教育教学已广

受关注， 但是关于学习共同体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

阶段。 本文尝试将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学习模

式， 并提出了基于学习共同体的网络学习模式及相

应的构建策略，以期给大学课堂教学带来新的启迪。

二、学习共同体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学习共同体的概念

1995 年，博耶尔首次提出了学习共同体的概念：
“学习共同体是所有人因共同的使命朝共同的愿景

一起学习的组织， 共同体中的人共同分享学习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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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共同寻找通向知识的旅程和理解世界运作的方

式， 朝着教育这一相同的目标相互作 用 和 共 同 参

与”[4]。 此后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学习共同体进行了研

究和界定。 张建伟研究了基于网络学习环境下“种

群”的构成及其特点，认为“学习共同体是一个由学

习者及其助学者(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

团体， 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交流，
分享各种学习资源， 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因

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

系”[5]。 郑葳从环境的角度提出，“学习共同体是一群

有着共同的目标、观念和信仰的人，在相互协商形

成的规范和分工的条件下，采用适宜的活动方式相

互协作， 运用各种学习工具和资源共同建构知识，
解决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由此构成的一种学习生

态系统”[6]。
目前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关于学习共同体的统一

界定， 但是随着建构主义、 分布认知以及隐性知识

（默会知识）学习等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学习

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教学隐喻。 它从共

同愿景出发，强调真实生活的学习情境，重视知识意

义的社会建构， 鼓励学习者之间的经验交互与对话

协商，关注学习者在社会文化中的成长。
（二）学习共同体理论的学习主张

1. 知识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下。 学习共同体

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它具有社

会文化属性。 “每一个学习共同体都有自己的文化历

史传统， 这一切蕴藏在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

的动态社会关系之中” [7]。 在学习共同体中，每一个

有着特定身份的成员带着共同的学习愿望积极地参

与到共同体的学习生活中来， 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观

念都要经历个体内化、社会认同等过程，并逐步形成

群体的共同文化价值。 正是因为这样，学习共同体强

调知识的社会文化来源， 强调知识存在于一定的社

会文化背景下。
2. 意义和身份存在于具体情境。 学习总是与一

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相联系的。 “所有的知

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8]。 而默会

知识的获得总是与特定的问题或任务的情境联系在

一起的，默会知识存在于一定的情境。 默会知识的这

种情境性使它无法与一定的社会实践分割。 同时，波

兰尼认为， 默会知识与个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比

如，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不仅要掌握与这个身份相关

的物理知识， 而且必须得到物理专业领域其他专家

的认可，包括言谈方式、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等。 这些

关乎身份的行动知识， 多数只以默会知识的方式来

把握。 “身份意味着归属，身份的建构必然要求个体

去寻找自己能够归属的共同体， 获得身份所象征的

知识、关系和资源等”[9]。
3. 学习是学习者通过对话和协商，进行知识意义

建构的过程。 学习共同体理论继承了建构主义关于

“知识的社会本质”的思想，主张“学习是学习者利用

原有的知识经验主动地进行知识意义建构的过程”。
同时，学习共同体理论吸收了“分布式认知”的观点，
主张“知识具有分布性”。 所以，学习应该是学习者利

用各种认知工具，通过彼此协作，进行知识意义的社

会协商过程。 知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学习者彼此

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而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
4. 知识建构是群体智慧的共享和衍生。 学习是

学习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能进行积极主动思考的

过程；是学习者与同伴、学习资源以及计算机工具的

互动过程； 是学习者认知水平逐步提高并最终形成

共识的过程； 是学习者之间彼此的情感、 体验和生

活，使个人知识转变为公共知识，实现知识共享的过

程。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小组或集体协力加强整体

性与相互联系，以便加深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使个体

间的智慧达到进一步的凝聚， 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

整体性和密切联系，形成共同创造的能力”[10]。

三、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习模式

（一）“以教为主”的传统学习模式和“以学为主”
的建构主义学习模式的困境

最初的网络学习模式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以教为主”。 在这种学习模式中，教师利用网络和多

媒体把学习内容展示给学生， 进行同步讲授或异步

讲授，完全控制着整个教学过程。 这种“以教为主”的

学习模式体现在网络中就是 “把课程放在网上”，用

网络教。 “‘用网络教’有其现实的需要和价值，但是

这种使用取向只是对网络传播功能的开发， 没有反

映出作为一种认知工具的网络与学习之间本质的联

系”[11]。 无论是由教师来教，还是让先进的媒体来教，
其核心观念都是：学习是由外部中介的。 然而乔纳森

（David H. Jonassen）指出，“是思维中介了学生的学

习，而不是教师或媒体；学习是思维的结果”[12]。 网络

和其他媒体一样，充当的只是思维工具，只有当这一

工具调动了学习者的主动认知过程， 并内化为学习

者新的心智模式时， 网络对课程与教学设计及实施

的改进作用才能体现。 由此，乔纳森认为应该从“用

网络教”转变为“用网络学”。
近年来， 把学生作为知识灌输对象的行为主义

学习理论已经让位于把学生看作是信息加工主体的

认知学习理论。 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类学习过程和认

知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 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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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日渐流行。 建构主义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主张“以学为主”的学习模式。在

这种学习模式中，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

师是学生进行知识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指导者和帮助

者； 网络和多媒体是学生进行知识建构和协作交流

的认知工具。 建构主义注重“情境”“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然而，建构主义的学习模式忽视了社会

文化环境对学习的重要影响， 过于强调学生个体的

自主，未能解决学生“自我”的发展问题。
（二）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习模式

学习者的“自我”，即主体身份，正是在一种文化

组织的情境中、 在不断掌握学习任务的过程中不断

地建构与生长的。 学习共同体理论从社会文化的角

度出发，提出了知识意义和社会身份的双重建构观。
随着对社会文化、情境性和分布性认知的深入研究，
许多教育者开始运用学习共同体理论来设计有效的

学习环境。在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的学习既是一种

积极、自主性的学习，又是一种协作的、群体性的学

习。 进入 21 世纪以来，网络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

源、多样化的信息呈现方式以及多样化的对话方式，
为实现情境认知观所主张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持。 2006 年，甘永成和祝智庭教授提出，“网络教

育的学习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个别化自主学习，另

一种是合作学习。 虚拟学习社区正是实施这两种学

习方式的最佳途径” [13]。
乔纳森在 1997 年提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模型

(Constructivists Learning Environment)， 并特 意 说 明

该模型比较适合于学习者个人的或协作的知识建构

与问题解决。本文以学习共同体理论为指导，在乔纳

森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提

出了基于学习共同体的网络学习模式。 此学习模式

是以学习共同体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 以网络媒

体为教学工具， 通过学习者相互间的交流和协商以

及教师（专家或学习顾问等）的适当指导来完成教学

目标的网络学习模式。 这种学习模式包括以下几个

重要环节：网络学习共同体构建(构建学习共同体网

络平台、建设共同体文化)、准备阶段(确立学习目标

和学习主题、根据主题分成学习小组、教师提出问题

创设学习情境)、协作阶段(学习者分享资源、协作交

流、协商解决问题)、成果评价(学习成果汇报、进行评

价)、教师指导(给予学习方法上的指导、提供相关问

题的解释等)。 这些环节的顺序流程就构成了基于学

习共同体的网络学习模式。其具体结构如右图所示。

四、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习模式的构建

（一）基于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习模式构建策略

那么， 如何构建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

习模式呢？本文认为应该从网络平台的搭建、学习共

同体文化、学习者的协作交流、意义与身份的双重建

构等几个方面着手。
1. 搭建学习共同体的网络平台，提供学习的技

术支持

网络平台是基于学习共同体的网络学习模式形

成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在网络平台中要为学习者提

供理想的学习资源，包括丰富的课程材料、相关的知

识存储资料、专家的示范性指导、学习共同体成员的

协作成果以及反思心得等。 这些成果都是网络学习

共同体成员通过协作的方式完成的， 可以起到示范

性作用， 也能增强成员在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和荣誉

感；另一方面，学习共同体网络平台要提供强有力的

交互工具，如电子邮件、论坛、聊天室、有声聊天工具

等，为学习者彼此的学习交流提供技术支持。
2. 创建学习共同体文化，营造良好的网络学习

环境

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是学习者进行学习活动的

根本保障。共同体文化建设要从共同体意识、共同体

目标和共同体规范入手。 共同体意识是形成学习共

同体的前提。教师应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帮助他们认

识到自己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最大限度地唤醒、培

养并加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同时，启发、点拨并引领

学生从被动学习中走出来，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增强

学习参与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相互支持、帮助和

协作才能解决复杂问题， 从而帮助学习者建立共同

体意识。 共同体目标（即博耶尔提出的“共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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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习共同体活动的出发点。 教师要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通过学习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和相

互沟通，对多元的课堂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建立共同

的学习目标，实现课堂文化的共享。 共同体规范，作

为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 是学习者相互

间长时间不断地交往、 互动和协商所形成一套共有

的习惯和习俗。 在建立共同体之初，这样的规范还不

存在，所以要明确一些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如

奖励与惩罚措施等。
3. 展开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有

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活动是学习共同体的核心。 传统教学模式

强调个体的竞争， 把学习看作是个体认知的发展过

程，而学习共同体强调团队协作，认为学习是知识意

义的社会协商过程。 在学习共同体中，知识是分布式

的， 分布于学习共同体的各个成员以及学习资源和

工具之间，学习活动围绕这种分布的知识而组织。 每

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拥有各自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是

某一领域里的专家， 但是绝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

家，所以，只有相互协作、共享智识才能完成复杂任

务和发展认知。 在唤起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和主动

参与意识的同时，要培养他们的协作意识，在共同愿

景的激励下，充分利用学习工具，共享学习资源，互

动交流，在协作中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
4. 创设具体的学习情境，促进学习者实现意义

与身份的双重建构

意义与身份的双重建构是学习共同体的最终目

标。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学校学习是一种非真实性的

活动，于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布朗和杜盖德等西

方学者就呼吁，要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情境中，并提

出“实践是有效的教师，而实践共同体是理想的学习

环境”[14]。 “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日

常生活， 你就会发现知识很少是脱离一定的情境单

独地建构起来的。 当人们需要学习时，他们通常不把

自己与日常情境分开， 并迫使自己处在一个空荡荡

的场所去倾听那些抽象的理论。 相反，他们更倾向于

形成工作团体，分配角色，相互教授和支持，并在扮

演支持共同体的角色中、 在对共同体的贡献逐渐增

多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主体身份”[15]。 教师要提供

情境化的任务、认知学习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让

学习者置身于与知识相关的具体情境中。 这样，学习

者在具体的情境中不仅完成对知识意 义 的 理 解 建

构，而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建构自己的身份，逐

渐由边缘参与到核心参与，成为共同体的核心成员。
（二）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习模式学习

案例设计

本文在学习共同体理论指导下， 以新视野大学

英语第一册（第二版）第一单元 Section A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为例，在多媒体语言实验室利用数

字学习平台进行了基于学习共同体的网络学习模式

的设计和实践。
第一步：创建学习共同体。
在开始本节课之前，教师尽力营造民主、平等、

合作的文化氛围。教师提出问题：How did you learn
English in the past？ 引导学生回忆、讲述过去的学习

经历。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尽可能地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分享经历和情感、彼此了解、建立相互的信任，为

接下来的对话与协商奠定基础。 然后，教师提出第二

个问题：How to learn English？ 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就

此问题展讨论，让学生明白：个人努力远不如团队协

作所取得的成绩大，所以“对话与协商”是学好英语

的最佳途径。 这样，学生逐渐放弃“竞争意识”，建立

“协作意识”。 于是教师和学生彼此间形成一个和谐

的学习共同体。
第二步：确立学习目标，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

进行学习。
首先， 教师根据教学要求提出本节课的学习目

标 （学习目标也可以由学生协商提出）：to know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some important words, phrases
and patterns；to be familiar with the writing skills of
the text and make use of it in writing；to respond and
cooperate with classmates willingly；to participate ac-
tively；to understand the way of online learning。 然后，
教师与学生根据学习目标，确定相关的学习主题，如

词汇和句式学习、段落结构分析、课文理解、写作练

习、 大学英语网络学习了解与实践等。 根据不同主

题，学生自愿结成小组（一个个小的学习共同体），充

分利用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源， 就本小组的学习主题

展开对话与协作。 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都不尽

相同，但是通过“对话与协作”，不同层次的认识和理

解可以相互补充， 从而使学生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更

加深刻。
第三步：创设具体学习情境，促 进 学 习 目 标 的

实现。
笔者参加了“大学英语网络学习了解与实践”小

组。 由于本节课的学习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所以

本小组的学习处于一种“真实的学习情境”。
师：Have you ever learned online before？
生：Yes/No.
师：What do you think online learning needs？
生：Computer, modem and phone line.
生：Self-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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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Tutor.
生：(旁观，边缘参与)
师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ular

classroom study and online learning？
生：Compared with regular classroom study, on-

line learning requires more time and commitment.
生：Online learning is not easier than regular class-

room study, but it is more convenient.
生：(旁观，边缘参与)
教师可以提出更多 的 问 题 来 激 发 学 生 的 探 索

欲。 更可取的是，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主体性参与，由

学生主动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师生一起进行

知识意义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对话的学

生进行核心参与，成为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而那些旁

观的学生先是边缘性参与， 然后在他人的感召下逐

渐参与到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中来。 在一个小组完成

了既定的任务后，进行汇报，由教师和学生一起进行

评价，然后加入到另外一个小组中去，继续学习。
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他们一同讨论教师

提出的问题，并不断地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
所有的问题都在大家的协作中得以解决， 而且获得

了对问题更深刻的理解。 学生对这样的一次授课反

映良好。

五、结语

“以教为主”和“以学为主”的网络学习模式在学

习共同体理论的视角下遭遇了困境。于是，在学习共

同体理论的指导下，本文进行了网络学习模式研究，
提出了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的网络学习模式和相应

的构建策略，并进行了初步实践。构建学习共同体学

习模式的目的就是创设一种理想的学习环境、 一种

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提高他

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协作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然

而， 由传统的学校教育观念到学习共同体理念的转

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 还需要我们广大教育工

作者不断学习现代的教学思想、 转变观念、 继续探

索。相信，课堂以及学校会成为教师和学生们学习和

生活的共同体，在这里，学习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

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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