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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Web2.0应用的理论基础

Web2.0相关研究

协作学习与Web2.0应用缺失了什么？



1
支持Web2.0应用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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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认知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维果斯基）

强调人际交往的关键性作用，人际

交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这些

手段包括文化客体（机器等）、语

言以及可以促进发展和学习的社会

机构（学校等）。



情境认知理论

真实有意义的情境下的学习和实践。

通过分享知识和经验，实践社群会

形成与参与者研究领域或兴趣相关

的知识，这正是学习者进行个人学

习所缺乏的。



一个基于技术的协作平台的特点

允许学习者一起创造产品并
构建相互的工作和进程

在学习过程中允许通
过各种方式交换思想

有利于增强社群成员之间
多层次的灵活沟通与互动









2 相关研究



近期Web2.0教育实践研究



发布与分享学习进展和成绩

发布和分享学习日志
对于促进学习者个人反思很有帮助

电子档案袋
多媒体的内容呈现方式
多是关于定性的研究



支持和完成协作任务

利用群博客支持学生协作学习、

教师协作备课、教师协作设计

学习活动

协同编辑页面，并对“页面

历史”回溯，促进教师和学

生批判思维的养成

协作文档，如Google DOCS



通过有形人工制品使思考、协作流程和产品可视化

Voice Thread

可以封容易评估学生的贡献，这种可视化的方式有利于激励或督促参与者的学习，提高在

任务中的活跃度

http://voicethread.com/


通过多媒体功能进行思想交流和人工制品传播

学生可以展示自己学习的知识和思考



真实学习环境中的社交网络

有研究表明，FaceBook上的学生们，可以容忍“语言错误”，这是鼓励实践。

Web2.0的这种环境是对缺乏丰富交互的正式学习环境的一种改善

此种社交网络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和阅读能力



在真实且有意义的环境中创造学习实践社群

学习社群将将有共同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



3 协作学习与Web2.0应用：缺失了什么



支持知识建构、意义协商、共同目标

• Kerawalla发现如果没有要求学生对同伴的博客提供意见，那么学生就经常不会这样做

• Zoo发现学生并不太喜欢利用协作工具进行交流，反而更加喜欢即时通讯工具、移动电

话或邮件

• 有一项研究关于学生如何利用Wiki进行协作学习，结果发现学生只是单独完成各自的任

务，并没有意见交流来交流如何衔接他们创作的页面

• 能够成功进行意义协商，并共创知识的小组并不多见



知识的共建与写作的情感特性

• 学生不喜欢同伴改变自己的协作，因为他们

战队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 学生在编辑别人的作品时会感到不适，因为

编辑可能被看做是粗鲁或冒犯的行为

• 有研究者车数了这种复杂性，主要包括权威

危机、关系危机和危机解决



利用技术性能与实现理想学习之间的平衡

• Web2.0提供各种特性，如协

作编辑、语音评论等，但是

有的学生并未达到他们必备

的技术能力，这可能会错过

利用技术进行学习或交流的

机会



4 未来研究方向



移动Web2.0
协作学习

协作视频编
辑

学习者情感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