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t t p : / / ww w. i te du .o rg .c n
网 络 教 育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06.11
52

教师博客（B l o g）已经从一个个教师个体博客

走向区域性的教师博客群，初步形成了教师学习—

发展共同体。这些以学校、地区为单位的教师博客群

在激发教师兴趣、提高反思意识与能力、促进教师间

交流与协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教师博客群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从全国范

围看，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促进教师发展的本质和规

律仍在探讨中。以下笔者就从协作知识建构的视角

出发，探讨博客群促进教师发展的过程、原则，以及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协作知识建构

当教师博客由独立的个体走向教师博客群这个

学习—发展共同体时，博客群中的每一位教师也同

时成为了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他们在共同的学习

文化背景下，表达个人的观念并与其他成员进行社

会交互，进而形成每位教师学习、思考和行为的方

式，而博客（Blog）本身则构成了支持这一过程实现

的工具平台。协作知识建构正是用这一视角来解释

“共同活动背景下的知识建构过程”的。

协作知识建构（Collaborative Knowledge

B u i l d i n g）也称协同知识建构，可以用社会建构主

义原理加以解释，即知识是教师与共同体内其他成

员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不能独立于个人所处的社

会文化情境而存在。教师与共同体内其他成员具有

共同的学习目的，通过协作、交流，共享成果。协作

知识建构所揭示的正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如何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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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观念并与其他成员进行社会交互的过程。

二、教师博客群中协作知识建构的过程及

原则

教师在博客群中是如何实现自身发展的，有没

有共性的规律可以挖掘和推广，这是当前亟需探讨

的问题。一般认为，教师在博客群中实现自身发展的

过程主要是：（1 ）书写。教师将自己的教育叙事书写

出来，从而将自己的隐性教育思想显性化。（2）交流。

教师的博客一经发布，就使得原来只为个体掌握的

经验和知识迅速地在整个博客群中传递，教师可以

在开放的博客平台中实现与他人的交流并分享彼此

的经验及感悟。（3 ）反思。在这种跨越时空的“头脑

风暴”中，特别是可能与经验丰富的教师或专家的充

分交流、探讨中，深入地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教育教学

行为。通过不断的实践、交流、反思、再实践，螺旋

式上升，促进教师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使教师可以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和发展，进而带

动整个教师博客群的发展。这个书写、交流、反思的

循环往复的过程可以看做对该问题的较为宏观的回

答。本文将从协作知识建构的视角继续加以探讨。

关于学习共同体中协作知识建构的过程，有学

者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相应的阶段说。其中最著名

的当属美国学者Gunawardena 等人在1995 年提出的

四阶段说，即共享和比较信息、发现和分析观点间的

差异、通过提出新建议共同建构知识、成员间达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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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应用新的知识。

借鉴协作知识建构中的相关阶段说，考察教师

博客群的特点，笔者尝试给出了教师博客群中协作

知识建构的过程（表 1 ）。

表 1  教师博客群中协作知识建构过程

对于协作知识建构过程中各步骤的原则，国内

外已有学者针对学习社区进行了研究。笔者参考我

国学者甘永成给出的学习社区知识建构原则，细化

了博客群中协作知识建构过程，在这个五步过程中，

给出了相应的知识建构原则（表 2 ）。

表 2  教师博客群中协作知识建构原则

三、教师博客群发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博客群提供给教师一个优秀的协作知识建构的

平台，但是工具本身不会自发地促成这一理想的实

现，最终还要靠教师们自身的行动。以往的一些关于

网络促进知识建构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的知识建构

水平大多处在较低的层次上，大多数讨论停留在信

息的分享和比较阶段，很少有相互间观点的质疑，更

谈不上知识的建构活动了。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以

往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 B B S 论坛的，而博客与 B B S

有着很大的差异。在 B B S 上，更多的是那种随心所

欲的情绪化发言，而博客的文字更加审慎、精细和周

密。博客群中讨论脉络的清晰度、论题的拓展空间、

强烈的共享追求都超过了 B B S 中网友的发言帖子。

鉴于此，笔者在一个学校博客群中进行了一次

内容编码分析，该分析方法试图通过交互过程中文

本内容所表达的深层次含义和信息，来评价或判断

共同体内成员的知识建构过程和质量。笔者对 1 0 位

教师进行了访谈，以了解数据背后的相关信息。分析

结果表明：现阶段教师博客群中的知识建构仍处于

较低水平，以下四个问题应是今后博客群发展中值

得注意的。

1 .尽量减少隐客现象

所谓隐客（Lurk e r），是指在博客群中只浏览别

人的文本而从不回复、或极少回复的人，也称为“沉

默的参与者”或“边缘性参与者”。如果博客群中存

在大量隐客，显然是不利于博客群发展的。笔者认

为，在博客群中解决隐客现象可以尝试以下对策：在

博客群所有教师中定期开展社交活动（学校和同一

地区博客群较易开展），以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有条

件的教师最好定期做网下面对面的交流；制订相关

的评价制度，明确博客群的发展目标，强调参与的重

要性，可以全员签定相应的“协议”；发挥领导者的

监督作用，及时与沉默者进行沟通，督促、鼓励他们

积极参与讨论，以减少隐客的存在。

2 .博客群中的领导应该是“隐性领导”，专家应

该是“平民化专家”

在传统的学校领导中，领导都是以外显化的方

式出现的，他们是学校的中心，对下属教师进行直接

领导。而在博客群中，学校的领导应该以什么角色出

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笔者调查的学校博客

群中，也有几位学校领导同时拥有自己的博客，参与

到群体的交流当中，并存在外显化的行为方式和语

言模式，这对博客群中教师的发展是不利的。在博客

群中的领导行为更多的应该是一种“隐性领导”，这

里的“隐性领导”是相对于传统的“外显领导”提出

的概念，主要特征包括：突出自身的非中心性和平民

化角色，充分发挥引导、支持和服务功能，维护好整

个博客群的良好外部环境等。

同样道理，博客群中的“专家”，即在博客群中

相对掌握较多知识的人，应该是“平民化专家”。这

与博客群强调非中心性、民主化的要求是一致的，也

是有利于博客群的健康发展的。

3 .博客群中教师不应完全“匿名”

本研究所在的学校博客群中教师是以匿名形式

出现的，而在有些博客群中教师以实名出现。这两种

形式将对博客群中的交流、知识建构产生微妙的影

响。有研究表明，在网络交流中，匿名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使作者的文章更具批判性，但是有时也使得

文章的质量下降。这并不奇怪，因为匿名使个体在做

某种行为时不必过多考虑这些行为对自己有利或有

害的结果，降低了社会责任感，从而导致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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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这在笔者与几位教师的访谈中得到了印证，

笔者认为，教师博客群不同于随意性较大的 B B S 论

坛，是一群志同道合、有着相同目标的人共同成长的

平台，责任感是博客群的质量之本，因此笔者建议博

客群中的教师应采用“昵称 + 实名”的方式，即除

了个性化的博客称谓外，在博客中明确自己的真实

情况，便于他人了解，而摈弃完全匿名的方式。

4 .“观点收敛”是博客群讨论中知识建构的关键

传统的交互工具如 B B S 也提供评论功能，但上

面所发表的评论基本是针对预设主题的，而博客的

评论则是围绕所发表的一个个帖子展开的，不同的

评论者从自身的观点出发，对博客上的帖子进行回

复，使博客群成员从不同角度审视、反思自己的观

点。是否具有在博客中讨论的技巧将决定博客群中

交互和知识建构的质量。在笔者的访谈中，教师们也

承认对这一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在博客

中看到更多的是自由和个性的发言，而不太考虑如

何促使讨论的问题得以深化，从而引领博客群中知

识建构向深层次发展。

美国学者Ro s c h el l e 认为，知识建构过程的关

键在于“观点的收敛”。加拿大学者Hara s i m 认为观

点收敛可分为三个阶段，值得我们借鉴。

◆ 提出观点：展示和表达个人的经验、思想和观

点，鉴别和讨论彼此的观点，头脑风暴。

◆ 观点联结：对论题的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的观点

进行反思，比较和鉴别各种观点的不同点和相同点，

修正和强化彼此的立场和论据。

◆ 智能收敛：将论题的讨论过程序列化和结构

化，综合和整理。

在博客群的交流、讨论中，虽然帖子的数量不

少，但是不同教师的帖子之间缺乏观点的收敛，这也

是目前博客群协作知识建构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主要表现为在博客的主帖（首帖）下面，其他教师的

跟帖中大多都在陈述自己的观点，较少有教师参照

前面的帖子进行归纳、总结。缺少“观点的聚合或收

敛”，讨论过程可能是散漫和没有明确方向的，没有

围绕一个话题（主帖）展开，导致讨论没有任何结果。

笔者提出以下两种对策，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1）主帖发布者（该博客主人）应及时跟进，充

当讨论的“主持人”。在B B S 上解决这一问题相对简

单，一般依靠版主或专家，即有一个充当“会场主席”

的角色，对讨论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概括与疏导。博客

上的文字是单线展开的，因此，教师应该自己当自己

博客的“版主”，在较多的回复中及时归纳、总结并

引导各个跟帖，使得讨论有序、深入地进行。

（2 ）使用思维导图等技术工具辅助观点收敛。利

用思维导图的形象化、图形化特征，辅助归纳、总结

各种观点。图形化可以清晰地显示讨论的脉络和线

索，从而有利于观点的收敛。

笔者期待今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先进的地区，

用更多的数据进行针对博客群的研究，以发现更多

有价值的信息。

用协作知识建构的观点看待教师博客群只是考

察博客群的一个视角，而教师博客群本身还有着更

为广阔的应用，不仅仅是知识的建构。但随着博客群

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向更高层次发展，随着博客群更

多地被看做是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生命质量、智慧资

源的平台时，知识的建构将愈加重要。教师通过在博

客群中的协作知识建构也终将形成我们期待的集体

智慧资源。这一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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