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 章《合作与技术应用》内容概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必须学会团队合作和技术来应付我们学习、工

作和生活的复杂性。本章的目的是厘清教育技术与学生之间合作学习的关系，而要理解合作

学习如何与教育技术整合，我们必须定义合作学习的特征，阐明其理论根源，寻求形成有效

合作的基本要素，以及检验其效果，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进一步描述合作学习与技术

支持的教学的关系和各自优势，才可以借此讨论以技术支持的合作学习的前景。 

在 20 实际 90 年代以前，有关计算机支持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单个学习者的假设上的，个

别化假设指的是教学应根据学生的个人才能、学习风格、个性特征和需求进行因材施教。这

是多么美好的理想啊！想当初，孔老夫子提的也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可是呢？个

别化假设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个性都存在着差异，如何将这些

差异转化为教学处方尚无定论，其次，为了实现因材施教，需要设计出多个版本的课程，费

时费力且价格高，最要紧的是，个别化教学的假设学生的学习是独立的，可是，人是群居动

物，怎么可能时时刻刻都独立呢？于是乎，这样的独立就导致了学生学习时的孤独感，因为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来自同伴的支持和鼓励，尽管享有最优质的课程资源，学生也会因为

孤独、无聊而降低学习的动力，不能利用向同学解释和发展共享心智的模式而带来的认知优

势。 

这时候，为了弥补个别化学习的缺陷，教育者在计算机支持学习的教学过程中，认为，

技术与合作学习的结合可能更为有用。 

合作学习，又称协作学习，是指学生们共同学习，使得他们自身和相互之间的学习效果

得到最大化（如完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当技术与合作学习相结合时，技术得到更有效地使

用。合作学习有四种类型：正式合作学习、非正式合作学习、基于合作的小组和建设性论争。

合作学习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是基于结构良好的理论（如社会互赖理论）基础，

这些结构良好的理论被大量的研究证实，其实践操作程序已被应用到各个层次的教育当中。

一个合作小组必须在学习情境中具备五种元素：积极互赖、促进性互动（促进性互动越多，

合作的效果就越强，因此，当学生尽可能使用多种方法来促进彼此成功时，在线和面对面通

讯相结合，教学活动将最为有效。）、个体责任、社交技能和小组协调。 

研究表明，合作学习，相对于竞争和个别化学习，有以下促进作用（Johnson 和 Johnson，

1989,2005）：为取得成就最初更大的努力、更高品质的人际关系和更好的心理调节能力，而

在计算机支持下的合作学习，具有更突出的效果。技术支持的合作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学习成

就（血液收获和技术习得过程）、改善学生态度（对于技术和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认知发展、学习控制、社交能力）、与小组成员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而且技术支持的合

作学习对不同成绩的学生以及男女生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技术的成本效益和

推动软件和硬件的革新。 

而且研究还表明，合作学习与技术支持的教学二者优势互补。技术用得越多，越有必要

使用合作学习。例如，计算机能控制工作流、监控准确性、提供电子反馈和进行计算。合作

学习能给学习者提供一种归属感，提供解释和总结学习内容、共享心智和社会模型机会，尊

重和认同组员的努力、鼓励发散思维，以及支持对理论学习和技术使用的人际反馈。 

教育革新很少具有技术支持的合作学习的帮助。合作与技术的结合，有可能将要改变课

程的传播模式、教学方式，以及教室和学校生活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