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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教研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将知识协同建构理论引入到区域网络协同

备课中，借助学习元所提供的协同编辑、微批注、评论等功能，通过在安徽肥西 10 所试验小学的实践探索，按照

知识的外化、协作知识的建构和社会化、知识的实践化以及知识的内化和组合化过程，归纳出基于学习元的区域网

络协同备课的一般模式，梳理了基于学习元的协同备课的 7 个基本环节，并提出了技术、认知、内容和群体动力这

四方面的支持策略，在收集教师对协同备课模式问卷反馈的基础上，对该协同备课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讨论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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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teaching research is important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is focus on regional
teacher online collaborative preparing lessons oriented to knowledge building，which use the Learning Cell’s function of col-
laborative edit，annotate and comment．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en primary school in Anhui Province，Feixi
Coun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externalization，knowledge collaborative building and socialization，practice and knowl-
edge internalization and combination，it conclude the universal model of regional teacher online collaborative lessons prepar-
ing based on Learning Cell． On this basis，it propose seven steps of collaborative lessons preparing and four support strate-
gies about technology，cognition，content and group dynamics． Lastly，through same investigations for collaborative lessons
preparing，we discuss and summariz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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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广泛推行，网络教研逐步

走入研究者的视线并成为研究焦点，网络教研活

动不受时空的限制，共享教育信息与资源，［1］根

据需要随时随地的进行研讨交流，具有跨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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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协作、平等特点。许多研究者指出，大型

专业发展社区非常有助于教学的改进以至于学校

的改革，同时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可以起到直接的

促进作用。［2］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国内学者一直较为关注网

络教研平台的搭建、基于不同网络平台的学习共同

体的构建及其相关应用研究，如基于 wiki 工具的学

习共同体建设及网络教研模式研究，［3］［4］基于博客

圈的虚拟学习共同体的建设，［5］基于 QQ 群的虚拟

学习共同体及其教学应用研究，［6］［7］构建基于 Moo-
dle 的区域网络教研平台等。［8］而专门聚焦中小学教

师这个特定群体，探讨如何利用虚拟社区来开展网

络协同备课的研究较少。
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课堂教学是其核心教学

任务，同一个区域的教师会使用同样的教材实施教

学，在备课环节，同年级教师需要解决同样的教学

目标、收集相同主题的教学资源、解决相类似的教

学问题等等，往往有着很多相同的研讨诉求。因

此，围绕着教学方案开展区域协同备课活动，能够

解决教师的教学实践问题，提升教师的教学设计技

能，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基于 此，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技 术 研 究 所 从

2011 年 4 月起，和安徽肥西教育局合作，确定了

10 所试验小学，开展基于学习元的语文区域网络

协同备课的实践探索，以期解决协同备课过程中的

下述问题: 如何利用知识建构理论指导教师开展基

于学习元的协同备课活动，其基本模式和一般实施

环节是怎样的? 教师在开展协同备课过程中，需要

提供哪些方面的网络支持和指导?

二、知识建构理论对教师区域协同备课

模式构建的启示

“知识 建 构”定 义 最 早 提 出 者 Scardamalia ＆
Bereiter 认为知识建构是一个创建、分享个人知识

并不断修正公共知识的认知过程，是通过创建公共

认知目标，小组协同讨论、协商以达到综合的想

法，以及创建新的共同的认知产物的过程来得以实

现的。［9］另一代表学者 Stahl 认为知识建构是一个循

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对现象、概念或可用物

质工具的隐性理解，通过对话得以显性化和解释。
对知识建构的定义众说纷纭，但都存在着一些共

识，认为知识建构是个体知识建构和小组协作知识

建构的综合体，个体在小组中通过跟其他人之间的

相互沟通和交流，形成小组共同知识，继而促进个

体的知识创建。
1． 知识协同建构模型文献综述及相关启示

在知识建构领域，知识建构模型一直是其研究

热点。最早对其探究的是 Harasim，他提出知识建

构过程包括主题探索、验证辩论、赞同和反对、观

点质疑、动态交互和观念形成; ［10］ Gunawardena 等

人基于 Henri 的模型，提出了五阶段的知识建构交

互分析模型; ［11］Stahl 以社会认知论为基准，着眼于

知识建构全过程，并将其拆分个体知识建构和社会

知识 建 构 两 个 维 度，提 出 了 11 阶 段 的 建 构 模

型; ［12］Fisher，F 等人则提出知识建构的四阶段论:

任务知识的具体化、任务知识的抽象化、形成冲突

导向的共识和形成整合导向的共识”; ［13］国内学者

谢幼如等人认为知识建构应该有分为共享、论证、
协商、创作和反思这几个阶段。［14］另一学者庄慧娟

则认为知识建构包含分享、协商、共识、应用这几

个阶段。［15］

各学者对于知识建构模型的阐述虽然各不相

同，但基本内涵类似，都认为知识建构的过程包含

了共享、质疑、协商和综合这四个阶段，在此基础

之上，强调将知识建构的实践应用结合到模型之

中。这对本研究的启示是: 在协同备课过程中，也

应该遵循相关协同知识建构规律，参考相关知识建

构模型，依据知识协同建构的内在规则来设计外在

活动，让教师经历共享、质疑、协商和综合、实践

整过程。
2． 促进知识协同建构的原则和策略的文献综

述及相关启示

在知识协同建构过程中，需要提供策略支持来

促进参与者的有效交互和群体知识的协同深入发

展。Scardamalia 和 Bereiter 以知识论坛 ( KF) 为研

究对象，提出了知识建构的 12 条原则; Gillbert 和

Driscoll 在分析 KF 之后也提出了设计协作知识建构

的 6 条基本原则; ［16］甘永认为促进协作知识建构的

方式可以尝试跟学习者制定学习契约和制定相应的

参与评估量表; ［17］谢幼如等强调群体动力是影响协

作知识建构并促进智慧产品生成的核心要素; ［18］庄

慧娟则提出了相关的激励策略等。［19］除此之外，有

关研究表明，协作脚本是促进协作知识建构的深入

发展 的 有 效 干 预 策 略 之 一。Dillenbourg，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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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F． ( 2008 ) 将协作脚本分为宏脚本和微脚

本两类，［20］宏脚本更倾向一种结构化的教学模式和

策略组合，旨在产生协作学习中所期望的交互活

动，而微脚本更多提供的是交互过程的支架。
上述知识协同建构的相关原则和策略为协同备

课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策略设计支持。

三、基于学习元的教师区域网络协同备
课模式的构建

1． 区域协同备课网络支撑———学习元平台的

基本功能和特点

协同备课活动开展所依托的学习元平台 ( ht-
tp: / / lcell． bnu． edu． cn) 是基于 Web2． 0 思想构建

的网络学习互动平台。［21］该平台支持协同备课中各

种教学资源的上传、分享和个性化推荐，能实现小

组讨论、投票、作品分享等学习活动的设计 ( 如下

图 1 所示) ; 能够让参与协作的不同主体对同一篇

方案进行协同编辑 ( 对方案内容进行群体修订) 、
评论 ( 对 方 案 整 体 进 行 评 论 和 打 分) 和 微 批 注

( 针对方案的某个部分提供支持、批判、提问、解

释、补充批注，如下图 2 所示) ; 每次对方案的协

同编辑都会保留相应版本，两份方案版本差异的

部分还可以直接以修订方式进行对比呈现，进而有

助于教师反思其教学设计的演化过程 ( 如下图 3
所示) 。

图 1 教师对方案各段可以添加微批注

图 2 教师添加的微批注

图 3 教师协同编辑方案的不同版本

2． 基于学习元的区域协同备课模式的一般过程

以相关知识协同建构模型为理论指导，经过五

轮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形成基于学习元网络协同备

课模式，如上图 4 所示。下面对协同备课模式的 7
个实施环节进行阐述。

图 4 基于学习元的网络协同备课模式

( 1 ) 编写方案、确定小组。参与备课的教师

在线提交体现个体知识建构的教学设计方案，形成

相应的协同备课知识群 ( 如下图 5 所示) 。这体现

了教师对相关教学设计知识的外化和显现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协同备课组织者 ( 主要为来自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的课题实施人员) 根据参与

教师所在年级及学校等，初步确定区域备课协同小

组，并发布相关协同备课开展的指导材料。

图 5 教师协同备课知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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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聚焦问题、理论提升。协同备课组织者

诊断教师教学设计中的共性问题，确定本次协同备

课的教研主题，并在线推送学习资源和材料，让教

师进行拓展理论学习，并以微批注或评论方式分享

各自的阅读心得。在此过程中，教师个体通过跟学

习材料之间的交互，为后期的网络协同备课提供知

识储备。如下图 6 所示，根据方案诊断在学习元平

台上为教师推送相关有效问题设计文献，图 7 则为

教师阅读后，通过微批注和评论方式交流和分享阅

读体会。

图 6 为教师推送的阅读材料

图 7 教师分享阅读收获和体会

( 3) 组内协同、方案修订。阅读文献后，同

组教师通过协同编辑、微批注和评论等方式开展协

同备课，如下图 8 所示，其中不同颜色的字体或背

景为不同老师的修订内容，图 9 为教师用微批注的

方式针对方案中的具体内容进行研讨。在协同过程

中，不仅要注意提出可操作性的修改建议，同时需

阐明建议背后的设计依据，从而能够实现不同教学

思想、教学策略的分享、比较、碰撞和协商，实现

教师教学设计群体知识的分享和进化。

图 8 教师协同修订教学设计方案

图 9 教师以微批注方式进行方案研讨

( 4) 小组 互 访、互 评 互 改。组 内 协 同 完 毕，

不同组间对彼此协同方案进行评论、提出质疑，或

者分享自己的意见等。这样既使得教师个体能够跟

多种教研资源和教研群体交互，进而促进其个体知

识的进化和发展，同时也推动群体知识的发展，如

下图 10 所示，为组间互访时教师的评语和评分

页面。

图 10 教师开展组间互评互改

( 5 ) 组内协同、二次修订。根据组间交互过

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新的见解和观点，各小组回到组

内重新审视自己的修改意见，并通过协同编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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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进一步的修订。通过上述的组内协同、组际互

访和组内二次协同，体现了知识的共享、质疑、协

商和综合。
( 6) 教学设计方案实施。完成了设计方案的

在线协同建构环节，接下来需要将其应用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根据协同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执教，同一

小组的教师互相进行教学现场课观摩，在观摩的基

础上开展评课。通过知识的实践化，反过来可以进

一步验证、修正理论知识，从而实现理论和实践知

识的互补。
( 7) 反思实践、完善方案。教师参考小组观摩

建议，反思教学设计预设和生成的差异及原因，进

一步完善方案，以教学反思的形式提交到学习元平

台。通过对协同备课过程的反思和梳理，进行知识

的提炼和收敛，在实现教师个体知识的内化和组合

化基础上，为后续协同备课活动提出了新需求、新

主题，如下图 11 所示为某位教师的课后教学反思。

图 11 教师在学习元上提交教学反思

3． 区域网络协同备课的支持策略设计

在知识建构理论指导下，通过多轮实践经验总

结，归纳出技术、内容、认知和群体动力四方面的

策略支持: 其中技术支持主要通过 QQ 在线交流工

具对教师使用学习元的各种技术操作问题提供实时

在线指导，如下图 12 所示; 内容支持主要是根据

协同备课环节需要，提供有助于教研深入开展的各

种相关学习支持材料，如拓展阅读的文献资源、其

他教师的优秀参考方案等; 认知支持是为了促进教

师深层次的交流和互动，为教师提供相关认知策略

引导和交互策略引导，便于教师能够有效的外化知

识、分享知识和建构知识，也就是前面文献调研中

的“微脚本”设计; 群体动力支持则重视在线研

讨心理氛围的创设，调动教师参与网络协同备课的

参与性和积极性。

图 12 以 QQ 群方式提供技术指导和答疑

在协同备课模式中，重点体现群体知识社会

化、协作知识建构，在前 5 个协同备课环节，其交

互的深浅、知识社会化程度的强弱都会直接影响到

协同备课的效果，对这 5 个环节的具体策略支持如

下表 1 所示。

表 1 协同备课过程中的支持策略设计

活动环节 协同备课支持策略设计

编写方案
明确任务

内容支持:
·提供技术操作、小组分工、活动流程说明、评价方案等相关说明材料

群体动力支持:
·时间进度表。提供清晰的时间规划，并据此提醒教师有序推进各环节实施。
·明确协同备课激励机制，根据参与积极性、协同贡献度等因素推举最佳协同备课小组，最佳协同备

课教师等。

聚焦问题
理论提升

内容支持:
·教研主题学习文献。根据方案进行集中诊断，让教师开展相关理论学习。

认知支持:
·提问: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以微批注或者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在文献阅读过程中的疑问。
·评价: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以评论的方式对阅读资源的有效性进行相关评价。
·分享: 对教师的交互策略指导。通过微批注和评论的方式群体分享阅读收获和体会。

技术支持:
·通过 QQ 群实时解答教师操作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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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环节 协同备课支持策略设计

组内协同

方案修订

内容支持:

·优秀教学设计方案资源。提供同一课文或者相同课型的优秀教学设计方案，丰富教师的设计思路。
认知支持:

·修订: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教师通过对方案直接增、删来修订方案中的错误环节、模糊环节和

遗漏环节。
·分享: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针对方案某个环节，教师以协同编辑的方式进行策略补充，体会教

学策略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评论: 对教师的交互策略指导。以微批注或评论的方式针对其他教师的修订、建议和分享等进行协

商和讨论。
群体动力支持:

·匿名修订。去掉方案原设计人员信息，让教师放下包袱、坦诚分享。
·提供及时反馈和激励。对组内参与度强、贡献多的组员提供积极的正面反馈，并及时对参与度弱的

教师提供干预和指导。

小组互访

互评互改

认知支持:

·质疑: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针对其他组方案中不清晰、不理解、不赞同的部分以微批注或者评

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疑问。
·赞同: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针对启发或收益之处，以微批注或评论的方式提供支持和肯定
·点评: 对教师的交互策略指导。针对其他小组协同备课内容用微批注或评论的方式和相关教师开展

交流和讨论。
群体动力支持:

·提供及时反馈和激励。对组间参与度强的教师、协作程度高的组员给以积极的正面反馈，并及时为

边缘参与的教师提供干预。
技术支持:

·通过 QQ 群实时解答教师操作疑问

组内协同

二次修订

认知支持:

·补充: 对教师的认知策略指导。结合组间分享建议，以协同编辑的方式对本组教学设计进行补充

修订。
·回答: 对教师交互策略的指导。以评论或微批注的方式来回答其他组员的问题。
·反思: 对教师认知策略指导。反思、回顾整个协同备课过程，并以评论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协同备课

的收获和心得。
群体动力支持:

·利用学习元的平台的打分功能，对协同方案进行评价和反馈。
技术支持:

·通过 QQ 群实时解答教师操作疑问

四、模式实施效果分析

1． 教师对协同备课的态度和收获

对参与协同备课的 62 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从图 13 可知，绝大部分参与到网络协同备课的教

师都认为收获了更多的教学方法和策略，除了认为

帮助自己规范教学设计方案编写以外 ( 58． 06% ) ，

其中比较突出观点是认为协同备课能提升自身的信

息素养与技能 ( 69． 35% ) 、能积累更多的教学方法

和策略 ( 62． 9% ) 、能增进与其他学校教师经验分

享和交流 ( 62． 9% ) 。
图 13 教师问卷反馈自身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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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针对“允许多个教师协同编辑一份教学设计

方案，有助于教学智慧的分享和信息化教学设计能

力的共同提高”这一观点，79． 04% 的教师持肯定

态度 ( 其中 14． 52% 表示非常赞同，64． 52% 表示

赞同) ，如下图 14 所示。

图 14 教师问卷反馈网络协同备课效果

2． 对协同方案的群体知识建构分析

为了解教师在协同备课过程中，是否真正实现

了群体知识建构，利用 Gunawardena 交互知识建构

模型对教师在线内容进行编码和分析。［22］以 2012
年 3 ～ 4 月这次协同备课内容为例，对教师参与协

同备课的 689 条相关修订、微批注和评论记录进行

编码和统计分析，发现 38． 17% 的帖子集中在教师

间的信息分享; 33． 96% 的帖子集中在教师之间发

现不一致的地方，相互进行询问和协商; 27． 43%
的帖子集中在教师之间协同建构新知识。这说明本

次网络协同备课教师之间能够积极的分享观点，能

针对相应的问题进行相互交流，并能通过群体协同

建构形 成 一 份 格 式 规 范、设 计 完 备 的 教 学 设 计

方案。

五、讨论与小结

通过教师的问卷反馈和对协同方案的内容分

析，证明本文中的协同备课模式和支持策略具有较

强的可操作性。反思本研究中的协同备课模式，体

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1． 区域网络协同备课模式体现了网络教研与

教学实践的有机融合

根据教师们提交的教学设计方案进行诊断，确

定教研主题并推送相关学习资源，协同备课教研的

主题来自于教师自身实践。同时，最终教学设计方

案又应用到一线教学实践中，通过教学实践来检

验、反思教学设计的有效性和协同备课的效果。由

此可见，协同备课活动和教师教学工作紧密结合，

解决了教师教学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体现了网络虚

拟教研和教师教学实践的有机融合。
2． 区域网络协同备课模式体现了人力资源和

物力资源的有效聚合

分布式理论认为人的认知并不是单独存在于个

体之中，还会分布于个体之间、认知媒介、认知环

境甚至认知文化中［23］。在网络协同备课过程中，

认知不仅存在于教师个体的大脑思维中，而且存在

于网络教研平台的共享资源、使用的技术工具、教

师群体和专家中，如下图 15 所示。而在协同备课

模式中，正是以 “协同方案”为中介，通过理论

提升、组内交流、组间交流等活动实现了教师与相

关指导专家之间、教师群体和学习资源之间产生深

层次的多维度认知交互，从而实现了相关人力资源

和物力资源的有效聚合，实现群体知识的协同建构

和对教学问题的协同解决。

图 15 教师协同备课过程中的认知分布

3． 区域网络协同备课模式体现了个体知识和

群体知识的协同进化过程

无论是群体知识还是个体知识，均体现了“同

化”和“顺应”的进化过程: 一方面，教师通过

在学习元分享个人的教学策略、方法来外化个体知

识，丰富了群体知识的数量，同时通过教师间交

流、质疑和协商等活动实现了对群体知识的结构调

整; 另一方面，教师在协同过程中，吸收了来自拓

展资源、其他教师和专家的优秀经验或相关策略，

个体教学设计知识得到增长，通过辨析、辩论、讨

论等活动不断修订自己既有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策

略，对个体知识结构也实现了调整。
4． 四维度的支持策略体系保障了协同备课活

动的顺利开展

参与本研究的教师群体都是来自于安徽肥西县

的镇小和村小语文教师，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的多媒

体环境下开展教学的经验，但是在虚拟空间开展交

流和研讨缺乏经验基础。因此为推进协同备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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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开展，需要对教师提供及时的理论、技术、
方法和心理支持，而本模式中的四维度支持策略体

系设计，为协同备课活动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也对其他地区开展协同备课活动提供了参考。
但是，在本研究中，研究群体主要针对语文教

师，且都来自于安徽肥西同一区域，因此本模式是

否能适用于其他学科或其他地区，则有待更多实践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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