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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时时空】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促进跨课程的网络学习

从2000年教育部批准远程教育试点院校以来，
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网络课程资源。到2010年为
止，仅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上的本科课程就达
12410门，高职课程达 4528门。“十二五”期间，
国家计划建设精品视频公开课1000门、精品质量共
享课 5000门。随着校本网络课程、国家精品课程、
视频开放课程等不断涌现，门数众多、形式多样、
内容交叉的网络课程如何联系起来、相互支持，以
提升教学的综合效益，成为网络课程设计开发与教
学应用的重要问题。

为促进不同网络课程的协同创新，可以按照学
生能力培养的目标，打破传统课程内容的归属性，
把内容联系紧密的网络课程作为课程群来进行建
设。“网络课程群是指使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实
现的本专业或跨专业培养方案中若干门在知识、方
法、问题等方面有逻辑联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
网络课程体系。”（熊芳，2007）网络课程群以网状
模式突破了单门网络课程界限分明、互不联通的弊
端，将不同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横向交叉渗
透，既能促进单门网络课程教学效益的提升，又能
实现不同网络课程的互相补充和协同创新。

一、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特点分析

在网络课程种类不断增强、内容不断丰富的背
景下，发挥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特点，既有助于
高校整合网络课程资源，推广普及优秀的教学成
果；也有益于提高网络课程群的教学效果，促进网
络课程群的可持续发展。

1.整合不同网络课程的知识，优化网络课程的

教学活动

随着同类课程数量的不断增加，知识雷同、内
容重复等问题难以避免。传统的网络课程理论侧重
于将网络课程视为静态的知识体系，较多关注单门
网络课程的设计开发与教学应用状况。而网络课程
群则可以打破单一网络课程视角的认识局限，有助
于人们思考网络课程之间的关系，促进相关网络课
程整体教学效应的提升。网络课程群与网络课程的
比较见表1。网络课程群还可以优化与整合不同的
网络课程，“使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设备、
师资队伍、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方法等在教学系统
中更好地得到优化，从而达到加强联系、减少重
复、压缩课时、增加效果等功效。” （吴开亮，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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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网络课程群与网络课程的比较

对象

概 念

内 容

功 能

教 学

特 点

网络课程

通过网络表现某门学科教
学内容及实施教学活动的
总和。

网络课程的内容仅局限在
某一具体学科范围内。

提供课程的多媒体资源，
实现网络化教学管理。

网络课程的章节顺序是循
序渐进的，组织教学时应
该强调计划性和顺序性。

易于学科教师开展单门课
程的教学，具有个性化、多
媒体化、交互性和开放性
的特点。

网络课程群

把内容联系紧密、内在逻辑
性强的某类网络课程作为
课程群来建设。

突破了网络课程的学科门
类限制，实践跨学科、跨门
类的网络课程组织。

弱化不同网络课程的独立
性，强化网络课程之间的亲
和性。

不同网络课程的内容具有
相对独立性，组织教学时不
强调严格按部就班的顺序
式掌握。

不同网络课程的教学内容不
重复、知识点之间相互联系，
促进跨课程的网络学习。

单门网络课程与其他网络课程交叉互补，成为
知识创新的重要方式。某一网络课程的教学内容会
影响其他网络课程的知识学习，而其他网络课程的
知识内容又改变着此课程的知识建构效果，最终促
进整个网络课程系统的知识创新。例如，仲恺农业
工程学院构建了“大学基础化学网络课程群”，集
成内容包括理论体系和实验体系两大体系以及“无
机及分析化学网络课程”、“有机化学网络课程”
和“通用化学实验技术网络课程”三大模块。此网
络课程群打破了传统基础化学教学中理论教学和实
验教学绝对分明的教学系统，构成了理论教学和实
验教学互动的学习平台。校内外每年有上万人利用
该网络课程群进行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
显著的社会效益。

2.支持跨课程网络学习，提升学生知识学习效果

“学生身心发展的整体性，对课程变革有深刻
的影响。课程变革要整体地考虑，各门课程要相互
协调。”单门课程与三门以上性质相关或相近的课
程交叉融合而形成课程群，实现了课程间的相互连
接、相互配合，成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课程群的建设既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
度、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的世界观，也有利
于提升学生的判断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决策能
力。”（赵朝会，2008）

网络课程群是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对传统课程群
进行的优化和改造，既能规避传统课程群的缺点，
又能增强传统课程群的优势。网络课程具有网络环
境的开放性、学习资源的共享性和信息传递的时效
性，能够实现不同网络课程“由原来的相互隔离转

变为相互贯通，由原来的相互重叠转变为相互补
充，由原来的相互矛盾转变为相辅相成”。（范钦

珊，1997）网络课程群与传统课程群的比较见下表2。
表2 网络课程群与传统课程群的比较

概 念

构 成

特 点

功 能

传统课程群

通过相关课程的有机集成
和系统化，优化学科资源。

由三门以上性质相关或相
近的单门课程组成，具有
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能
力的功能。

在传统教学环境中，实现
不同课程之间相互连接、
相互配合。

以跨专业、跨学科和跨课
程的方式支持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

网络课程群

网络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
跨学科、跨课程的特点，不
同网络课程之间互联互通。

整合不同网络课程的教学
内容，增强不同网络课程
知识的联系。

网络技术支持下重新组织
不同课程，可以以灵活多
样的方式开展网络课程群
教学活动。

促进不同网络课程的互联
互通，整合不同学科的教
学内容，提升网络课程的
整体效果。

网络课程群整合不同网络课程的知识内容，有
助于增强学生的知识创新与应用能力。学生可以针
对自己的专业、兴趣爱好、知识水平等，融会贯通
所学知识，提高知识学习效果。网络课程群通过集
成不同的网络课程，优化了学科资源，适应了学习
者个性化学习的需要，符合当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

3.促进学习不同学科知识，支持教师专业发展

以网络课程群形式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打破了不同院系以及院系内部不同课程教师之间的
隔阂，使教师拥有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教师学习
不同课程的知识，有助于教师团队的共同发展。作
为课程群建设主体的教师，要具备将不同课程内容
进行融合的能力，不仅要熟悉或精通一门网络课程
的内容，还要学习不同网络课程的相关内容，以剔
除课程之间重复的知识内容，提高网络课程群的教
学效果。

在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活动中，应该鼓励不
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积极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不
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建设优质网络资
源，从而更深入地研究并解决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例如，温州大学将专业课程“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整合”、“教学系统设计”、“教育技术学导论”和
专业课公共课“现代教育技术”联系起来，构成

“省级精品课程”网络课程群，既为校外在职教师
提供了学习教育技术相关课程的机会，又支持了校
内教育技术学教师团队的交流互动。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促进跨课程的网络学习【学术时时空】

因素

因素

对象

.. 41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4年2期／总128期

二、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之反思

鉴于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方式的多样性、复杂
性，为便于开展研究，笔者在研究资料的选择和使
用方面主要侧重于高校网络课程群，但研究结论在
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小学、职业院校、民办学校
等其他类型学校的网络课程群。目前我国网络课程
群知识建构研究集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课程群研究侧重于经验的陈述，尚未洞察不

同课程的知识关联

我国以课程群建设为主要方式的课程改革日渐
深入，课程群规划、课程群团队组织以及信息平台
如何支持等成为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课程
群研究在借鉴国外生态课程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
基于学科专业的实践探索。

在国外，不少学者将生态和课程联系起来，认
为课程设计应该具有整体观。1982 年，卡普拉
（Capra）提出从生态学的视野来看待和设计课程。
随后，米勒（J.P.Miller）提出“整体性课程”，奥里
佛（D.Oliverand）探讨了课程“相关多元性的统
一”问题。（李臣之，1999）1994年，大卫·帕金斯
（David N.Perkins）提出元课程理论，探讨了如何通
过课程整合的方式来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赵慧臣

等，2009）2004 年，后现代课程学者威廉·多尔
（William·Doll）根据生态学领域的复杂理论，构建
了“4R”新课程标准：丰富性（Richness）、循环性
（Recursion）、 关 联 性 （Relation） 和 严 肃 性
（Rigor）。（张玉欣，2012）2008 年，斯拉特瑞（P.
Slattery）从文化角度研究了课堂生态问题，分析了
课程教学的“生态模式”。

在国内，课程群研究侧重于归纳具体学校或具
体课程的实践状况，基本上属于经验的总结。主要
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阐述课程群的概念内涵、结
构布局和资源配置等理论。如郭必裕（2005）以课程
群内涵分析为切入口，以课程群构成的学科内容为
主线，通过分析课程群建设中课程内容的变化，揭
示了课程建设中的融合与分解规律。第二，阐述具
体学科专业课程群的建设方案。如杨继美等（2006）

针对现代体操运动的发展与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改革
的需要，系统规划了体操课程群的内容、开设时
序、课程性质与权重等，思考了体操课程群的教学
理念、教材编写、教学内容等问题。第三，综合同
类高校课程群建设的经验。如陆为群（2007）认为课
程群建设是高师院校课程建设改革的重要趋势，并

论述了高师院校课程群建设的原则和策略等问题。
第四，课程群视野下某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如秦剑
等（2012）针对现阶段高等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普
遍存在的不足，提出基于课程群的电子信息工程层
次化实验体系，描述了新体系的构建思想、实施方
案及其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为其他高
校同类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等。

单门课程与其他课程交叉形成课程群，不仅是
课程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来
源。然而，目前的课程群研究尚未深入研究不同课
程的知识关联，洞察知识生长的机制，挖掘知识创
新的源泉。因此，尽管课程群的理论研究可以为网
络课程群建设提供参考，但无法提供有效指导。

2.网络课程群的理论研究：基于经验总结，面

向具体学科

在理论层面，网络课程群研究侧重于课程之间
的融合以及如何实现课程的网络化，以促进资源的
充分利用和优化，且多以某一专业或学科为例来介
绍具体的课程整合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构建交叉互补的课程关系。如熊芳
（2007）提出网络课程群建设应打破课程内容的归属
性，弱化课程的独立性，强化课程之间的相互联
系，凸显它们为确定的共同技能服务的特征。康艳
红（2010）认为应充分利用现代资源网络化与信息化
的特点，使教学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课程群建设关键在于协调课程之间的关系，弱化不
同课程的独立性，强化课程之间的亲和性。

其二，建设路径以精品课程为基础。如许世军
等（2006）在分析课程群建设模式与精品课程建设之
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网络课程群为平台和环境，
以网上精品课程为核心，建设大学物理网上教学系
统的构想，以促进课程群优化整合，实现低成本的
教学资源充分利用。

其三，倡导系统工程理论的建设模式。如丁志
斌等（2010）讨论了英语专业网络课程群资源建设的
模式与途径，指出应遵循系统工程的模式进行课程
群建设，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系统知识与技能的积
极性，达到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的目标。

其四，提出常规技术创新应用的方案。如施珺
等（2006）提出了课程群网络智能平台教学模型，包
括智能化的网络课件生成系统和具有自主性的网络
学习平台，为解决各门课程网络课件之间的信息融
合、沟通、相互衔接提供了可行性论据。熊芳
（2007）阐述了如何运用博客和知识库信息平台实现
相关课程之间的内容整合，研究了电子商务专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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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群的教学设计、功能设计以及博客系统的总体设
计。丁志斌等（2010）提出了网络课程群建设的技术
规范，将英语专业网络课程群资源分为四个层次：
素材类教育资源建设、网络课程库建设、课程资源
管理系统开发和通用远程教学系统支持平台开发。

目前网络课程群研究侧重于关注具体学科的网
络课程群建设案例，而较少明晰网络课程群的知识
关联。（郭绘绘，2013）因此，当前亟需分析网络课
程群的知识建构规律，明晰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
关系，以引导网络课程群的设计与开发实践，提高
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效果。

3.网络课程群的实践开展：关注具体案例，内

在关系仍待研究

在实践层面，有些高校利用FLASH、博客等制
作平台，采用不同的建设方案已建设了符合本专业
特色的网络课程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资源的
充分利用和优化。网络课程群在实践层面的研究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教学经验的课程组织。如 2008 年
南京师范大学针对地理信息系统（GIS）专业或
相近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利用 Microsoft
PowerPoint、几何画板、FLASH等制作工具，先将
核心课程建成精品课程，然后分批建成了由20门课
程组成的GIS专业网络课程群，其中包含测量学、
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建模、遥感概论、数字高程模
型、地图学、GIS集成原理与方法等课程。

第二，基于感知经验的技术应用。如2007年西
北师范大学的武和平等利用 Google 的文档协同编
辑、在线日历、及时交流、群组论坛等，将已有的
英语翻译、英语写作、英语报刊选读、英语教育学
和英语词汇学习等网络课程组合起来，建设成英语
专业网络课程群，并搭建起模块化的网络管理系
统，包括互动交流协作模块、资源管理模块、教学
日程管理模块、课程管理模块等，形成了资源支持
和群组支持的两类网络教学模式。

第三，基于实践检验而缺乏顶层设计的建设路
径。例如，温州大学根据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利
用已有的网络课程组建网络课程群，将2003年建设
的专业课“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2004年建
设的专业课“教学系统设计”、2008年建设的专业
课“教育技术学导论”和2007年建设的公共课“现
代教育技术”四门省级精品课程联系起来，构成了

“省级精品课程”网络课程群。
第四，基于课程思想的网络课程群组织方式。

例如，井冈山大学医学院的预防医学网络课程群主

要包括预防医学网络课程、临床营养学网络课程、
医学统计学与流行病学网络课程。每一门网络课程
大致都包括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电子教材、电子
教案、多媒体课件、作业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
献、自测平台、课堂录像等部分。该课程群中各网
络课程都采用了相似的界面设计和模块设计，有利
于学习者快速适应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学习，但不同
网络课程之间的知识关联仍待强化。

在网络课程群的建设实践中，笔者认为应以课
程间知识的联系为结合点，把相关的知识点联系起
来以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然而，人们大多都采用
精品课程带动课程群的思想，较多关注网络课程群
实践的具体现象，而忽略了实践背后的知识建构理
论，从而难以发挥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应有成效。

4.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亟待开展

教育技术领域知识建构研究的纬度多元，形式
广泛。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知识建
构的基本理论研究，如庄慧娟等（2008）从解释的视
角，把协作知识建构看作是学习者在不断进行自我
解释和与他人交互解释中建构知识的过程，并从计
算机支持的角度建立了基于解释的协作知识建构过
程模型。二是信息化环境中的知识建构研究，如李
彤彤等（2011）在教师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知识建构实
证分析中，将知识建构划分为个体知识建构和协作
知识建构两个方面，而协作知识建构过程又可分为
观点表达、观点联结、观点建构三个阶段。三是基
于知识建构的网络学习研究，如陈向东等（2008）在
综合借鉴在线交流评价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
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异步交流知识建构评价框架，
能够直观、快捷地评价异步交流参与者的知识建构
过程。四是知识建构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如郭
丽娜等（2012）利用 Silverlight 创建了能够实现文
字、图形实时交互的可视化工具，有助于学习者减
轻认知负荷，促进深度知识建构。

当前，知识建构研究已经从个体间的知识分享
转向集体间的知识共生，从单门课程的知识学习转
向多门课程的知识协同。Bereiter（1991）认为，知
识建构需要关注思想的持续改进，关注共同体（集
体）知识，而不仅仅是个人知识。南京师范大学张
舒予教授团队基于“视觉文化”专题网站，提出知
识“从共享到共生”的理念及策略，揭示了信息时
代知识建构的趋势——在个体间知识共享的基础
上，形成集体知识增长的学习共同体。（朱永海等，

2012）在从单门课程的知识学习转向多门课程的知
识协同方面，张义兵等（2012）针对知识建构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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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用中面临的问题，建议把一些分科课程整合
为综合课程，以此形成更好的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
教学，提高学生知识学习的效果。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建构需要学科知识作为支
持。近年来虚拟学习社区和专题学习网站的相关研
究便是针对网络环境下的知识建构问题而展开的。
然而，虚拟学习社区虽然可以促进集体知识建构，
但缺乏针对性的学科知识。张立国（2009）通过实证
研究指出，在虚拟教学中推广协作学习时，由于缺
乏针对性的学科知识，开发者和教师很难在现实情
境中规范地设计系统化、有效的团队协作和小组学
习活动。尽管专题学习网站具备支持知识建构活动
的学科知识，但往往是单一学科或课程的知识，跨
学科、跨课程的知识建构仍然难以实现。

网络课程群与网络课程所依据的设计理论不同，
在知识建构中各具优势。如果仅仅注重单门网络课程
的建设，而忽视不同网络课程的内在关联，则容易造
成不同网络课程的知识衔接不紧密或内容重复低效等
问题。尽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Scardamalia教授等
（1994）认为网络环境支持跨课堂的协作知识建构，
Harris （1995） 还 设 计 了 “ 远 程 协 作 课 题 ”
（Tele-Collaborative Projects），提出通过网络平台对
某一研究领域内的一些问题进行不断地探索，能够实
现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搜集与交流，但针对网络课程群
的知识建构研究仍未深入开展。

为了提升网络课程群的整体效益，实现不同网
络课程知识的共享、共建和共生，笔者认为应突破
单门网络课程支持学习者知识建构的局限，分析网
络课程群中不同网络课程之间的知识协同关系，探
索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规律，为设计者设计、开
发网络课程群提供理论参考，为学习者学习、应用
网络课程群提供重要指导，为管理者选择、推广网
络课程群提供判断依据。

三、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之内容体系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网
络课程如何实现知识融合、分解、创新和应用的过
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群、知识工程和教学设计
等理论，探讨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基本规律和实
践应用，优化网络课程群的设计开发，提升网络课
程群的育人价值。

1.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分析框架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既需要剖析本体层
面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基础条件，又需要探讨
社会层面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实现过程。其

中，本体层面的知识建构反映了作为知识系统的
网络课程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作为知识建构
的基本要素；而社会层面的知识建构则体现了教
师、学习者等获取和应用网络课程群资源进行知
识学习的过程及结果，可以作为知识建构的促进
性要素。

“课程群首先应该优化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
注重知识内容的渗透、融合与衔接，尽量合理避免
内容的重复，从而提高课程整合化程度，完善人才
培养目标和规格。”（允春喜等，2012）网络课程群的
知识建构分析需要从网络课程群系统与要素的关系
出发，充分考虑不同网络课程以及教学体系之间的
关系。将网络课程群的教学要素与知识建构的一般
过程作为维度，可以构建出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
分析框架（见表3）。
表3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分析框架

第一阶段：信息分析

第二阶段：观点比较

第三阶段：合作协商

第四阶段：知识建构

第五阶段：意义达成

不同网
络课程
的教学
目标

不同网
络课程
的教学
内容

不同网
络课程
的教学
模式

不同网
络课程
的教学
媒体

不同网
络课程
的教学
评价

2.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模型研究

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根据Kang等（2001）的
观点，可以把影响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要素划分
为基本要素（知识建构的时空条件）、促进性要素
（有效促进知识建构）和持续性发展要素（支持知
识螺旋生产），然后再具体分析网络课程群的知识
建构状况。换言之，我们可以从知识建构的整体
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等角度出发，研究网络课程内
部、网络课程群之间以及网络课程群与知识建构环
境之间的联系，分析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要素、
结构和特点，以实现知识的循环建构和网络课程资
源的再生，丰富网络课程群的知识教学活动，完善
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效果。

在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应
该首先分析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阶段，探讨网络
课程群知识建构所经历的自我组织（共享/发散）、
相互连接（收敛）、智慧结晶（凝聚）和共同创造
（共生）的过程，进而把握不同阶段网络课程群知
识建构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构建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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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促进策略

网络课程群建设并不是相关课程的简单组合，而
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机推进的结果。网络课
程群知识建构应以不同网络课程的协同作为知识建
构的基础，以学习者与网络课程群的互动作为知识
建构的目的。我们只有探讨清楚网络课程群知识建
构的基本规律与支持系统，才能促进学习者综合应
用网络课程群的知识，提高自身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在明析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基本规律后，我
们还应该探讨学习者（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
群体与群体）如何借助知识建构工具，在“学习者-
媒体技术-网络课程群-知识构建”等要素的相互关系
中，实现知识的共享、协同、共建和共生，以及如何
采用相应策略促进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活动。

促进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不是进行简单的课
程组合，而是需要统筹规划网络课程体系，重新设
计和整合网络课程，优化具体网络课程的教学内
容，改革网络课程的教学模式。因此，我们可以根
据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流程，在教学
目标描述、学习者特征分析、教学模式应用、学习
环境建构和教学评价开展等方面，探索网络课程群
知识建构的教学设计，分析不同网络课程在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媒体和教学评价等
方面的内在联系，完善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教学
活动，提出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促进策略。网络
课程群知识建构促进策略的分析流程见下图。

图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促进策略的分析流程

4.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支持系统

在从单门网络课程知识学习到多门网络课程知
识协同的过程中，不同学习阶段的组织记忆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可以作为知识建构的持续性发展要
素。因此，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需要分析学习者如
何处理生成的创新知识、操作规程、经验技巧和心
智模式等，探讨如何应用支持系统将其转化为知识
建构的新资源，并采用哪些方式对知识进行过滤和
维护，以形成组织记忆的有效机制。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是在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中展开的。学生从网络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习
资源中分析、归纳、综合出对自己学习有价值的知
识，然后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和目标进行不同的分
类，或者根据学习的相关主题进行合理组织，从中找
出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自己知识的创新。根
据知识建构“共享-论证-协商-创作-反思”的基本过
程，研究者需要分析知识论坛（Knowledge Forum）、
知识空间可视化工具（KSV）和知识建构对话分析工
具（KBDeX）等在网络课程群中的应用方法，进而构
建网络课程群支持系统，包括学习过程跟踪和记录系
统、学习反馈系统、学习导航系统和学习工具系统
等，以促进不同网络课程的知识协同，支持学习者跨
课程的网络学习。

5.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评价方式

网络课程群不仅要求学习者学习单门课程的知
识，还要求他们借助不同网络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
跨课程的知识建构。换言之，网络课程群既关注单
门课程的学习状况，又关注相关网络课程的学习状
况。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评价是指以学习目标为
依据，运用有效的技术手段，测定、衡量网络课程
群中学习者知识学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并给予价
值判断的过程。

具体说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网络课程
群的知识建构进行多维评价：通过查看网络课程群
的访问次数来判断该课程知识是否受欢迎；通过咨
询别人使用课程后的体验来判断网络课程群的质
量；通过学习不同网络课程的知识单元，建立知识
之间的联系，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并将其进行有效
地存储，以判断网络课程群知识的组织状况；通过
分析网络课程群能否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加深对学
习内容的理解，以及在讨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能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多角度看问题的
能力、协作精神和人际交流能力，以判断网络课程
群知识的共享状况；通过分析学生能否利用不同网
络课程的知识，实现隐性知识显性化和显性知识的
内化以及不同网络课程知识的迁移，以判断网络课
程群知识的应用与创新状况。

四、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之展望

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需要处理好不同网络课
程内各要素的关系，以及网络课程群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复杂关系；既要依据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
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又要遵循网络课程教学的主要
规律和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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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仅需要理论上深入分析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关
系，而且需要实践中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团
队和课程学习等方面充分体现知识建构的要素。

1.根据经济社会需求，明确网络课程群知识建

构的目标

要使网络课程群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必须了解学习者的真正需要、特点及学习风格。为
此，网络课程群建设应该以培养经济社会需求的人
才为根本目标和出发点，通过对不同的课程群进行
协同融合，进而构建结构优化、效果良好的网络课
程群系统。

在此过程中，要挖掘网络课程之间的关联，使
相应的课程群能够紧密联系、相互支持；课程群的
协同要与具体的时空条件相适应，扶持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网络课程群；要以经济社会
转型为导向，支持优势明显的基础学科和体现高新
技术的新兴学科的网络课程群建设。为此，我们应
优化不同学科的网络课程群布局，加大与产业紧密
相关的网络课程群的比重，提高实践应用类网络课
程群和文化科普类网络课程群的比重，使它们在地
区经济建设和文化传播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2.组建跨学科团队，开展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

研究

鉴于网络课程群具有交叉学科特点，对研究团
队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组建一支跨学科的研
究团队，才能满足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需要。
例如，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根据学科知识建构
的需要，建立跨系科的网络课程群；以重大教学改
革为结合点，由教师、学生和专家组成跨网络课程
群的教学团队；举办跨网络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优
化不同网络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组织教学内
容，教师根据教学主题设计教学任务，学生根据学
习需要灵活选择课程知识，从而形成纵横交织、灵
活开放的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活动。

在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中，我们可以应用
实证调研方法，如通过访谈网络课程研究专家、网
络教学管理人员、网络课程设计人员和网络课程群
学习者，探讨网络课程群的自我组织（共享/发
散）、相互连接（收敛）、智慧结晶（凝聚）和共同
创造（共生）等情况，分析影响网络课程群知识建
构的因素及其作用关系。另外，我们还可以应用网
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促进策略，提出基于知识建构
的网络课程群设计方法；并将促进策略和设计方法
提交给专门设计与开发网络课程群的企业公司和教
育部门，跟踪其实施效果，进而形成更具推广应用

价值的研究成果。
3.应用知识建构理论，引导网络课程群知识建

构研究

在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考
虑单一网络课程自身的体系结构与知识内容，还需
要明确不同网络课程之间的知识关联，促进知识内
容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应用知
识建构理论，分析不同网络课程的知识协同关系，
以构建内容优化、相互支持的网络课程群体系。

知识建构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网络环境
下的知识建构已经从“单门网络课程的知识学习”
转向“多门网络课程的知识协同”，从“个体间知
识共享”转向“集体间知识共生”。因此，我们应
该把握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基本规律，分析网络
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影响因素，优化网络课程群知识
内容，实现不同网络课程之间的知识内容既相对独
立又连贯递进。

4.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网络课

程群知识建构的规律

在定性研究方面，可以采用建模法来构建网络
课程群知识建构模型。本研究中，笔者首先将网络
课程群知识建构的要素划为基本要素、促进性要素
以及持续性发展要素，然后通过分析要素之间的关
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而构建出网络课程群知
识建构的模型，最后针对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现
状与问题，根据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基本流程，构建
了基于知识建构的网络课程群设计模型。

在定量研究方面，可以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
分析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影响因素。应用社会网
络分析法，可以分析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中学习者
之间连接关系的模式、结构和功能，把握连接关系
的强度、密度、对称性和规模等，明确知识建构中
学习者圈群中的成分、派系、结群等虚拟社会资源
构成。量化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中的学习者数据，
可以探讨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基本要素、促进性
要素和持续性发展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网络
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动力机制。

在网络课程群教学实践的真实情景下，我们可
以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对网络课程群知
识建构进行干预性的优化设计（设计），再应用于
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活动中（实施），进而对网络课
程群的设计和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进行评价（评
价），然后根据评价结果，重新进入下一轮的设计、
实施和评价，直至形成良性而有效的网络课程群设
计与知识建构循环。在此过程中，网络课程群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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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和教学实践者共同参与知识建构活动，可以获
取第一手资料，有针对性地分析网络课程群的知识
建构问题，进而改善网络课程群的知识建构质量。

5.注重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以实现网络课程

群知识建构的效果

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研究需要在总体上采用理
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既能推进网络课
程群知识建构基本理论的创新，又能结合现实问题
进行设计开发与应用研究，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网
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效果。

在理论层面，构建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基本
理论。在从“单门网络课程的知识学习”向“多门
网络课程的知识协同”、从“个体间知识共享”向

“集体知识共生”的转型中，构建网络课程群知识
建构模型；在此基础上，根据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基
本原理，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
媒体和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
的促进策略。

在实践层面，开展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的实践
研究。以教育技术学网络课程群为案例，可以通过
其知识建构的实践研究，验证和优化网络课程群知
识建构的理论成果。教育技术学不仅是由教育学、
技术学和艺术学等交叉而成的学科，而且有“教学
系统设计”、“数字教育媒体”、“信息技术教
育”、“教育软件工程”和“教育装备技术”5个方
向的课程组，其网络课程群可以作为知识建构研究
的案例。我们可以对教育技术学网络课程群的知识
建构进行干预性的优化设计（设计），再应用于学
习者的知识建构活动（实施），并开展对学习者知
识建构的评价（评价），完善网络课程群知识建构
的促进策略。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分析问题型、
知识型和方法型网络课程之间的关系，即可构建出
基于知识建构的网络课程群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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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时时空】微课的六点质疑及回应

Six Doubts about Micro-Lesson and Responses to the Doubts
Zheng Xiaojun, Zhang Xia

Abstract: Nowadays, micro-lesson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emergence of micro-lesson has caused a great stir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aroused a wave of "micro-lesson boom". To sum up,
people mainly have six doubts about micro-lesson: first, people think that micro-lesson is "short-term speculation"; second, they think
that micro-lesson is merely putting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third, they think that micro lesson is the "culprit" that give ris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fourth, they think that micro-lesson has little technical content; fifth, they think that micro-lesson may
tend to winnow out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live recordings; sixth, they think that micro-lesson with varied types lacks a unified
evaluation standard, a creation mode and a authoring tool. The reason why people are raising these doubts is that people lack ration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to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micro-lesson in aspects of background, realistic demand, core and
essenc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value of education,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trend of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methods, etc. In the
future, the micro-lesson researcher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regard to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micro-lesson
design, evaluation criteria, methods of supporting and transform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ways of changing micro-lesson to
micro-cours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ve micro-lesson platform and so on. Only solving these problems can lead the micro-lesson to a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Keywords: Micro-Lesson; Micro-Course; Micro-Lesson Rush; Doubt; Response

Research 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Promoting Online Learn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Zhao Huichen

Abstract: As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s, national fine-designed curriculums and video open curriculums constantly emerged,
it is needed to connect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romote online learn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 this case, curriculum
builders are required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attribution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onnect online curriculums whose contents are
close related as a group. Online curriculum group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several curriculums which are related in the aspects of
knowledge, methods and issues with the help of the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based 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an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etwork curriculums, optimize network curriculum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upport both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ent research on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focused on summary of experience in specific subjects, an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articular cases. However, the knowledg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urriculums has not been studied ye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the research 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model research, the promotion strategy, the support system, the evaluation method
and so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should make clear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build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nd then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deeply stud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Keywords: Network Curriculum Group;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ng Features; Knowledge Innovation; Onl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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