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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以“学习是反应的强化”为教

学隐喻的行为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强 调 对 知 识 的 记 忆，学

习过分强调死 记 硬 背，操 练 与 练 习 是 主 要 的 学 习 方

法。在６０、７０年代，以“学习是知识的获得”为教 学

隐喻的信息加 工 理 论 认 为 教 师 是 知 识 的 施 与 者，学

习就是教师把可以分割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深受此

学习理论的影响，课堂上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习内

容去语境化、抽象化，这种不同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

知识积累方式 使 得 学 习 与 有 意 义 的 情 境 相 脱 离，最

后学生学到的知识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应用。在

２０世纪８０到９０年代，“学习是知识的建构”的教学

隐喻开始 出 现，于 是 在 教 学 中 开 始 流 行 自 主 学 习。
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中，随着社会建构主义的 发

展，“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协商”的教学隐喻成为主流，
一种高效、互动、浸润式的合作学习模式形成。与此

同时，随着情境 学 习 以 及 分 布 认 知 等 学 习 理 论 的 发

展，以“学习是社会 参 与”为 教 学 隐 喻 的 学 习 共 同 体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学 习 共 同 体 将 从 组 织 层 面

上实现对‘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两极

教学方式的超 越，完 成 教 学 组 织 形 式 向 学 习 组 织 形

式的过度。”［１］

在课堂上可 以 形 成 课 堂 学 习 共 同 体，在 网 络 上

可以构建网络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不仅重视学

生合作协商 能 力，而 且 有 利 于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这

完全符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２００７）提出的要

求———“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

基于计算机和 课 堂 的 英 语 教 学 模 式，改 进 以 教 师 讲

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

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的教与学可

以在一定程度 上 不 受 时 间 和 地 点 的 限 制，朝 着 个 性

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２］本文进行学习共同体

学习模式研究，旨 在 探 索 该 模 式 对 于 促 进 大 学 英 语

学习的有效性，以 期 给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改 革 带 来 新 的

启迪。
二、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

（一）学习共同体的内涵。

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以 来，学 习 科 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ｃｉ－
ｅｎｃｅ）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许多教育者开始从社会

文化特征方面对学习进行研究。１９９５年，著名教育

家博耶尔（Ｅｒｎｅｓｔ　Ｌ．Ｂｏｙｅｒ）首次提出了学习共同体

的概念，他认为“学习共同体是所有人因共同体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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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并朝共同的 愿 景 一 起 学 习 的 组 织，共 同 体 中 的 人

共同分享学习 的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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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 后，学 习 共 同 体 被 广 泛 地

研究，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另一方

面是作为一种学习模式。
随着社会建 构 主 义 学 习 理 论、分 布 式 认 知 理 论

以及隐性知识 学 习 理 论 的 发 展，学 习 共 同 体 逐 渐 发

展成为一种 比 较 完 善 的 教 育 理 论。知 识 建 构、意 义

协商和身份形成构成了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的运行

机制。学习共 同 体 理 论 强 调 学 习 的 社 会 性、建 构 性

和分布性，鼓 励 学 习 者 彼 此 之 间 的 对 话，关 注 新 手

（学习者）对老手（如教师、学习顾问或其他学习较好

的学习者）的模仿以及同伴之间的协商，鼓励学习者

多层次的参与，注重社会文化上的连续性，最终促进

学习者社会身份的重建。
（二）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在国外的研究。
自博耶尔提 出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概 念 后，各 国 展 开

了基于课题的研究。１９８９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

建了计 算 机 支 持 的 有 意 学 习 环 境（ＣＳＩＬＥ／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项目），借助网络系统形成了教室内的

学习共同体。１９９４年，美国西北大学和伊利诺伊州

大学联合开发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项目，采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相关领域专家使用的

工具和研究方 法，构 建 了 中 学 科 学 学 习 的 分 布 式 多

媒体学习环境，在专家、教师和学生之间构筑了一种

实践共同体的 关 系，让 学 生 可 以 参 与 到 真 实 的 科 学

实践中去。２００２年，英国在一个有关青少年的项目

中创建了网络 学 习 共 同 体，其 目 的 是 促 进 教 育 系 统

内部的经验交流与合作。２００５年，美国夏洛特·古

娜瓦德娜教授提出 了“进 行 网 络 教 学 最 佳 的 或 说 最

主要的方法是建立网络学习共同体。”［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倡

导的学习共同体改革。佐藤学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

分析了课堂的三种形态———“原始共同体社会、集体

性社会和学 习 共 同 体”［５］，并 指 出“学 习 是 同 客 观 世

界的对话（文 化 性 实 践）、同 他 人 的 对 话（社 会 性 实

践）、同 自 我 的 对 话（反 思 性 实 践）三 位 一 体 的 活

动。”［６］他把“活动性、合作性、反思性”作为课堂教学

的三个要素，要 求 所 有 的 教 学 由 男 女 生 四 人 组 成 小

组，进行基于“倾 听 关 系”的 对 话 性 沟 通。佐 藤 学 教

授倡导的学习 共 同 体 改 革 在 日 本 遍 及 上 千 所 学 校，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的相关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

言出版，他的相 关 教 育 思 想 和 教 学 改 革 被 众 人 研 究

和仿效。
（三）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在国内的研究与调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学习共同体的概念被引入

国内，被 广 泛 研 究。１９９９年，哈 尔 滨 南 岗 区 教 育 局

开始探索用学习共同体理论进行学校管理的理论和

实践 研 究，取 得 了 很 大 成 就。２０００年，首 都 师 范 大

学王陆教授带 领 团 队 展 开 课 题 研 究，开 发 了 虚 拟 学

习共同体智能网络教学平台，并于２００３年免费向各

中小学开放。同 年，清 华 大 学 张 建 伟 博 士 从 学 术 性

支持、认知性支 持 和 人 际 性 支 持 三 个 层 面 对 网 络 学

习共同体进行 了 研 究，提 出 了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概 念 以

及功能。２００６年，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和中国

未来研究院共 同 组 建 了 中 国 学 习 共 同 体 研 究 所，聘

请佐藤学教授 担 任 首 席 顾 问，致 力 于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研究。２００９年，宁 波 大 学 邵 洁 进 行 了“基 于 学 习 共

同体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程序设计类

课程为例”的课题研究。２０１０年，陈瑶论证了“课堂

应当是一种突显学习社会性、自主性、生活性特征的

学习共同体。但课堂是一种学校教育制度下有限的

学习共同体。”［７］２０１０年，赵玲提出了基于网络学习

共同体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构架。２０１１年，郭永志

进行了基于学 习 共 同 体 理 论 的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设 计。
近年来，大连、上海等地的一些中小学纷纷开展基于

学习共 同 体 的 教 学 改 革，学 习 共 同 体 的 研 究 如 火

如荼。
为了了解学习共同体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情况，本研究在北方的８座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并全部回收，有效问卷４８３份（教师问

卷１２６份，学生问卷３５７份）。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

６６％的大学英语教师没有听说过学习共同体这个概

念，２３％的大学英语教师听说过但不清楚什么是学习

共同体，但是７８％的高校英语教师有意愿了解、学习

并尝试运用学习共同体。在调查的学生中，３％的学

生不愿意接受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１６％的学生认为

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不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积极影

响；８１％的学生认为传统学习模式应该被取代，他们

愿意接受新的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
三、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对 象 为 沈 阳 师 范 大 学２０１０级 本 科 生

１３３人（４个教学 班），教 材 为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读 写

教程＋听说教程）。这四个班由同一个教师执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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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材和教学课时相同，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相同。

所不同的是，对 照 班（６５人）按 照 常 规 模 式 教 学，实

验班（６８人）则采用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
（二）结果与分析。

经过一学年 的 学 习，我 们 对 教 学 情 况 进 行 了 调

查和分析。

１．问卷调查及学生反馈。

为了了解学 习 共 同 体 教 学 的 情 况，我 们 设 计 了

一份调查问卷，让 实 验 班 的 学 生 对 过 去 一 年 的 学 习

进行评价。对每个问题，我们都设计了５个选项（完

全同意、比较同意、基本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

结果见表１。
表１　学习共同体模式问卷调查

完全

同意

比较

同意

基本

同意
不同意

完全

不同意

１．学 习 共 同 体 能 为 学

生提 供 更 多 的 生 活 情

境，在 学 习 环 境 方 面 有

所改善

９１．２％５．９％ ２．９％ ０％ ０％

２．学 生 的 个 性 能 被 尊

重，学 生 的 主 体 性 能 得

到充分的保障和发挥

９４．１％５．９％ ０％ ０％ ０％

３．教师角色由“知识传

递者”转 变 学 习 活 动 的

指导 者 和 帮 助 者 有 利

于学生的学习

８３．８％５．９％ ４．４％ ４．４％ １．５％

４．每 个 人 的 学 习 都 能

得以实现
８８．２％７．４％ ４．４％ ０％ ０％

５．课 堂 学 习 中 的 小 组

合作 协 商 对 于 英 语 语

言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８６．８％１０．３％２．９％ ０％ ０％

６．利 用 学 习 工 具 进 行

知识 意 义 主 动 建 构 的

能力增强

８８．２％５．９％ ５．９％ ％ ０％

７．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有了很大提高
７５％ １１．８％８．８％ ４．４％ ０％

８．学 习 共 同 体 学 习 模

式效果很好
８０．９％１０．３％５．９％ ２．９％ ０％

　　从表２可 见，绝 大 多 数 学 生 喜 欢 在 一 种 贴 近 实

际生活的情境里、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在与同学

的交往中、在有 利 于 自 己 个 性 发 挥 的 空 间 里 学 习 和

成长。大部分 学 生 喜 欢 学 习 共 同 体 学 习 模 式，并 认

为它科学有效。

２．成绩的比较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对大学英

语教学的影响，我们利用四级真题（这能充分保证前

后测试的难度和 效 度）对 实 验 控 制 前 后 的 实 验 班 和

对照 班 的 学 生 进 行 了 测 试，对 学 习 成 绩 使 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２．１　实验班和对照班教学模式控制前的 同 质

性检验。
由于本实验 的 被 试 取 样 为 自 然 班，为 保 证 两 个

班级被试的同质性和进行不同教学模式后的学习效

果比较，进行 了 同 质 性 检 验。实 验 班 和 对 照 班 教 学

模式控制前学习成绩描述统计和独立样本ｔ检验统

计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进行不 同 教

学模式控制前 实 验 班 与 对 照 班 被 试 具 有 同 质 性，不

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ｐｓ＞０．０５）。
表２　实验班与控制班控制前学习成绩的差异性检验

分组 Ｎ　 Ｍ　 ＳＤ　 ｔ

实验班 ６８　 ７２．４２　 ９．２９　 １．４２

对照班 ６５　 ７０．１２　 ９．３９

　　注：＊ｐ＜０．０５
２．２　实验班进行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教 学 前

后的成绩差异检验

实验班进行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教学前后的成

绩配对样本ｔ检验见表３。由表３可知，实验班控制

前后学习成绩 的 变 化 呈 现 显 著 差 异（ｐｓ＜０．０１），这

表明实验班进行共同体学习模式教学后成绩有明显

提高，共同体学习模式是有效的。
表３　实验班进行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

教学前后的成绩差异检验（Ｎ＝６８）

Ｍ　 ＳＤ　 ｔ

控制前 ７２．４２　 ９．２９ －４．２１＊＊

控制后 ７８．３０　 ６．８７

　　注：＊＊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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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验班与对照班控制后的成绩差异检验

实验班与对照班控制后学习成绩的描述统计和

独立样本ｔ检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４所 示。由 表４

可知，进行不同 学 习 模 式 学 习 后 实 验 班 与 对 照 班 被

试不同质，存 在 统 计 学 上 的 显 著 差 异（ｐｓ＜０．０１）。

实验班的平均 成 绩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班 的 平 均 成 绩，这

说明 共 同 体 学 习 模 式 对 学 生 学 习 有 一 定 的 促 进

作用。

表４　实验班与对照班控制后成绩的差异检验

分组 Ｎ　 Ｍ　 ＳＤ　 ｔ

实验班 ６８　 ７８．３０　 ６．８７　５．０２＊＊

对照班 ６５　 ７２．４３　 ６．６１

　　注：＊＊ｐ＜０．０１

３．效果分析。

在进行学习 共 同 体 学 习 模 式 教 学 实 践 前，实 验

班和对照班的 平 均 成 绩 略 有 差 距，但 标 准 差 差 别 不

大。根据控制前的成绩分析，被试具有同质性，不存

在显著差异（ｐｓ＞０．０５），这 证 明 符 合 实 验 条 件。在

经过一年的学 习 后，实 验 班 学 习 成 绩 比 实 施 控 制 前

有了显著提高，平均分由７２．４２提高到７８．３０，而对

照班的学习成绩并未有显著变化，平均成绩由７０．１２
分提升到７２．４３分。实施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教学

的实验班与未 实 施 该 模 式 的 对 照 班 相 比 较，学 习 成

绩提高显著（ｐｓ＜０．０１），这 说 明 学 习 共 同 体 学 习 模

式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本研究的启示

（一）转变教师角色。

“课堂革命 的 前 提 是 教 师 自 身 的 变 革。”［８］要 真

正地实现学习，教师首先要做一个学习者，与学生平

等的“专家型”学习者，与学生共同探讨学习，而不是

“总是拿已经有答案的问题提问学生”。教师不应该

总是学习的“权威者”，教师 应 该 由“知 识 传 递 者”转

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和帮助者。在基于学习

共同体的英语 学 习 中，教 师 首 当 其 冲 的 是 关 照 不 能

参与小组合作 学 习 的 学 生，教 师 必 须 让 学 生 一 个 不

漏地参与共同 体 合 作 学 习；教 师 接 着 应 该 做 的 是 对

小组的关照，在共同体合作学习中，难以展开讨论的

小组总会有那 么 一 两 个，教 师 要 对 这 样 的 小 组 进 行

帮助。当然，教师还应该是研究者，不断研究教学对

象、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以及教学规律。

（二）利用小组，促进学生合作学习。

小组活动是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重 要 组 织 形 式，这 充

分体现“英语课 程 要 面 向 全 体 学 生”的 诉 求，也 表 达

了学习的“合作性”。“学习原本就是合作性的，原本

就是基 于 同 他 人 合 作 的“冲 刺 与 挑 战 的 学 习”。以

“学习为中心的 教 学”无 非 就 是 教 师 与 学 生 合 作，填

平比一般水准更高的课堂与班级里最差学生的问题

水准之间的鸿沟。克服这个难题的是基于小组学习

的合作学习。”［９］在 学 习 中，有 着“共 同 愿 景”的 学 生

组成一个小组（小 的 学 习 共 同 体），相 互 交 流、沟 通、

协商，利用学习资源和工具进行“习明纳”式的探究、

合作学习，主动地进行知识意义的建构，从而完成学

习目标。

在组织小组 学 习 的 时 候 要 注 意 几 点：一 是 小 组

以男女生混合 的 四 人 小 组 为 宜，这 样 做 是 为 了 激 活

合作性思维。二 是 随 意 编 组，以 学 生 个 人 自 愿 为 原

则。三是在小 组 学 习 中 无 需 领 导 者，不 像 班 组 学 习

那样由小组长来代表小组发言。四是适时组织小组

学习。小组学习 的 核 心 意 义 在 于“为 了 冲 刺 与 挑 战

的合作学习”。当教学过程中只有几个学生举手，多

数学生浮现出 困 惑 的 表 情 的 时 候，就 应 当 马 上 组 织

小组学习。何时结束小组学习也同样重要。小组学

习应该随着学 习 的 发 生 而 发 生，随 着 学 习 的 结 束 而

结束。倘若是 学 生 醉 心 于 合 作 学 习，那 么 学 习 就 形

成了，倘若是懒懒散散、闲谈聊天，那就表明学 习 并

没有形成，应该尽快结束。

（三）尊重学生的个性，构建各自社会身份。

“学习形成的基础是差异存在。”［１０］这也正是为

何在小组学习中不要求有领导者的原因所在。在学

习中不强求一体化，恰恰相反，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个

性，塑造各自的主体性，追求学生的平等参与，追 求

思考与见解的多样性。学生彼此之间的不同思考和

见解相互碰撞可以促进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理解更加

深刻。同时，只有学生各自的主体性得以体现，才能

彼此坦诚相待，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协商，创造平等、

民主的学习 氛 围，实 现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学 习。对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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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较深理解 的 学 生 成 为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核 心 成 员，

其他学生在教师或 学 习 顾 问 的 指 导 下 通 过“正 统 的

周边参与”或“徒 工 式 的 学 习”，不 断 进 步，逐 渐 向 核

心成员转变。

（四）恰当利用学习工具以及学习资源。

随着现代教 育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计 算 机 的 普 及，网

络和多媒体开始走进课堂，成为知识的传递手段，给

大学英语教 学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方 便。然 而，这 只 是 传

统意义上的学习。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从根本上改变

了我们对学 习 工 具 的 认 识。在 学 习 共 同 体 中，教 师

要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为

学生进行情境化学习提供帮助；学生要学会学习，主

动利用英语词典、网络等认知工具获取知识，利用教

科书、参考书以及电子媒体资源，如网络语料库 等，

进行语言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

五、结语

本研究说明，学习共同体学习模式实现了“由教

到学”的转变，打 破 了 传 统 的 单 调 枯 燥 的 教 学 环 境，

创造了一种新 的 和 谐 活 跃 的 学 习 氛 围；激 发 了 学 生

的学习兴 趣，提 高 了 学 生 的 成 绩，有 利 地 促 进 了 教

学；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帮助学生建立自信，使

学生通过交际 与 互 动 发 展 语 言 能 力，并 培 养 了 自 主

学习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基于学习共同体学习模

式的教学是大 学 英 语 教 学 中 的 一 次 成 功 尝 试，学 习

共同体理论研究对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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