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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引入ＳＮＳ的理念，从关注学习者入手，注重“活动”和“沟通”，提出了构建网络学

习社区的理论基础是活动理论，并基于活动理论给出网络学习社区的概念，并设计网络学习社

区的理论模型和实现模型，旨在为国内研究网络学习社区的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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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的教父王志东曾这样分析过互联

网的发展：“互联网出现之前，每个人的圈子是固

定的；Ｗｅｂ１．０时 代，是 要 将 每 个 人 的 圈 子 打 破，
形成大互联网；Ｗｅｂ２．０时代，是要按照各种关系

重新组合每个人的互联网圈子。”随着 Ｗｅｂ２．０时

代的到来，社区性网络服务Ｓ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潜入 人 们 的 生 活，成 为 现 代 人 社 交 不 可

缺少的一部分。网络让人们从真实世界转向虚拟

世界，然而 网 络 的 新 一 轮 革 命，ＳＮＳ又 让 人 们 实

现了从虚拟网络向真人网络的转变。

一 、ＳＮＳ（社会网络服务）概述

（一）ＳＮＳ介绍

ＳＮＳ最早 于２００３年３月 在 美 国 出 现，经 过

极短的时间 便 风 靡 全 球。当 前 的ＳＮＳ网 站 融 合

了 Ｗｅｂ２．０中Ｂｌｏｇ、Ｐｏｄｃａｓｔ、Ｗｉｋｉ等一系列特点

和优 势，成 为 集 文 本、音 视 频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型 媒

体，同时ＳＮＳ网站还原了人际传播中的多向互动

和反馈的特征。

Ｓ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直译为社会网

络服务，从内涵上讲就是社会型网络社区，是指个

人的社交网络在网络上的再现。它的理论依据是

“六度分隔理论”和“１５０法则”。“六度分隔理论”
指出在人际脉络中，要结识任何一位陌生的朋友，
这中间最多只要通过六个朋友就能达到目的。也

就是说你想认识一个人，通过朋友的朋友找认识

他的人，中 间 不 会 超 过 六 个 人。“１５０法 则”指 的

是将人群控制在１５０人以下是管理人群的一个最

佳和最有效的方式。
目前社交网络服务的焦点是为有相同兴趣和

活动的人们或想要调查他人兴趣和活动的人建立

的在线社区。ＳＮＳ的社会关系一般有两种：一种

是将网下真正的人际关系转移到网上，这些关系

是由血缘和经历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为了

方便相互间沟通，具有较强的粘合度；另一种关系

则是由互联网衍生出来的，互联网将具有共同兴

趣爱好的 网 民 聚 合 在 一 起 所 形 成 的 网 络 社 会 关

系。认清这两类关系对建立学习型社区具有比较

重要的作用。

（二）ＳＮＳ的典型元素

ＳＮＳ属于 Ｗｅｂ２．０的范畴，作 为 Ｗｅｂ２．０理

念和技术 下 的 新 媒 体，ＳＮＳ具 有 新 媒 介 的 属 性，
即“互动性、主动性、个人化和移动性”［１］。ＳＮＳ
还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即以真实网络认同为基础，
注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从传播学角度

可以看 出，ＳＮＳ的 传 播 主 体 是 个 体 间 的 人 际 传

播，与同 为 Ｗｅｂ２．０模 式 的 博 客 相 比，ＳＮＳ利 用

后发优势，集成了博客等媒介的功能，更简易的实

现主体的多种需求。ＳＮＳ具备一些典型元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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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如表１所示［２］。
表１　ＳＮＳ具备的典型元素

元素 定义

身份 如何在系统里唯一识别一个人

状态 知道某人在线、可用以及其他状态信息方式

关系 描述两个用户在系统里面建立和发生关系的方式

交流 通过系统与其他人交流的方式

小组 在网络上形成团体的方式

名誉 知道别人在系统中地位的方式

分享 分享对于参与者来说有意义的东西

目前实名制ＳＮＳ网络社区的兴起与发展，旨
在建立人际终身交互平台，使得“虚拟社会关系”、
“虚拟人际关系”、“虚拟交往”、“网络交往”等这些

名词带有真实感，其实现是把ＳＮＳ元素融入到虚

拟社区中，打破了传统社区的非真实人际关系，并
且这种虚拟人际关系源自于现实，但又可以利用

网络便捷、高效、强大的数据库进行拓展，以便现

实人际关系网进一步深入和扩展。

二、网络学习概述

（一）网络学习社区

网络学习社区不仅是提供简单的信 息 共 享，
更重要的是通过在线讨论培养学习者研究问题和

解决问题 的 能 力，并 完 成 知 识 的 重 构 和 创 新［３］。

Ｃａｒａｂａｊａｌ、Ｌａｐｏｉｎｔｅ和 Ｇｕｎａｗａｒｄｅｎａ（２００３）描 述

了网络学习社区模型中的三个维度：即技术维度、

学习任务 维 度 和 社 会 交 往 维 度［４］。Ｔｕ和Ｃｏｒｒｙ
（２００１）认为，网络学习社区主要由教学、技术和社

会交往三个主要维度组成，建立理想的网络学习

社区，这三个维度应该得到均衡发展，对某方面过

于倚重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学习经验，如形成教师

主导的、技术主导的或者社会交往主导的不同类

型学习社区。
网络学习社区在于探索和发展在信息社会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现代远程教育，构建一种充

分体现个性化特点的学生网络学习的新的教育教

学模式。这种学习模式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教育

民主和平等，符合现代社会终身学习的需要，是信

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向深层次发展的产物，也

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必备条件。

（二）网络学习社区的构成要素

网络学习社区的构成要素分为基础 要 素、核

心要素和形成要素，其中基础要素是构成网络学

习社区的前提，核心要素是网络学习社区形成的

关键，形成要素是网络学习社区形成的标志［５］。
虚拟学习社区的基础要素有：（１）虚拟学习社

区支撑平台；（２）参与者；（３）社区的管理制度；（４）
社区的学习资源。虚拟学习社区的核心要素是社

会互动，包括交流、共享、协作等行为方式。
虚拟学习社区的形成要素有：（１）社区的社会

关系网络；（２）社区的文化；（３）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网络学习行为概述

学习行为通常是指学习者在某种动机指引下

为获得某种学习结果而进行的活动总和；结合活

动理论对人类行为的定义，可以认为，学习行为即

学习者在某种动机的指引下，为获得某种学习结

果而与周围环境进行的双向交互活动的总和。因

此，网络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者在由现代信息技术

所创设的、具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学习

环境中开展的远程自主学习活动的总和［６］。网络

学习行为系统由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环境等

要素组成。与传统学习行为相比，网络学习行为

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即行为环境的开放性与虚

拟化、行为控制的自主性与个性化、行为技能的科

技性与专门化等（李国敏等，２００１）。一般来说，网
络学 习 行 为 主 要 有 浏 览 网 页、信 息 检 索、在 线 测

试、主题讨论等，然而每一种行为都由一组属性组

成。网络学 习 行 为 的 研 究 对 网 络 学 习 资 源 的 组

织、网络学习模式的构建、网络学习行为的评估以

及网络平台的开发都有深远的影响。

三、网络学习社区研究综述

（一）理论研究

国内对网络学习社区研究比较系统的人物有

祝智庭、胡 凡 刚 和 王 陆 三 位 教 授，祝 智 庭 教 授

（２０００）提 出 了 一 个 构 建 虚 拟 学 习 社 区（ＶＬＣ）的

模型，模型从７个方面描述 ＶＬＣ的重要功能：通

信、教学、管理、资源、课外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其中，教学、资源、学校管理是最基 本 的 功

能，而其它方面是扩展功能，这６个方面由通信紧

密联系在一起［７］。王陆教授（２００４）提出虚拟学习

社区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计

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网络资源共享技术和

多媒体信息展示技术的新型远程教育网络教学支

撑平台［８］。胡凡刚（２００５）认为教育虚拟社区是基

于跨时空的、开放的、自由的网络虚拟环境，社区

成员（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下同）之间进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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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交互协作、资源共享，从而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最终形成的具有共同社区文化心理的、生态式

的社会关系共同体。总结出教育虚拟社区的六大

特性（教育性、自主性、开放性、平等性、生态性、生
成性），并对教育虚拟社区的构建做了尝试性的贡

献［９］。清华大学的张建伟博士探讨了“学 习 共 同

体”的内涵以及形成的影响因素等。北京师范大

学的陈丽博士就远程教育过程的交互问题进行了

深入、系统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甘永成博士

就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知识建构和集体智慧等问题

做了研究。
国外，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９）将网上学习社区定义为

“一个采用某些技术手段来协调其成员和集体在

学习 方 面 需 要 的 组 织”［１０］，Ｋｏｗｃｈ 和 Ｓｃｈｗｉｅｒ
（１９９７）明确定义虚拟学习社区是由自然意愿及共

同的理念 和 理 想 而 结 合 在 一 起 的 群 体［１１］。对 于

网络学习社区的组成要素，尽管有许多不尽相同

的看 法，但 是 大 多 数 学 者 注 意 到 了 三 个 层 面：技

术、学习和 社 会 互 动。例 如，Ｔｕ和Ｃｏｒｒｙ（２００１）
认为，网络学习社区主要由教学、技术和社会交往

三个主要维度组成，建立理想的网络学习社区，这
三个维度应该得到均衡发展，对某方面过于倚重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学习经验，如形成教师主导的、

技术主导的或者社会交往主导的不同类型学习社

区［１２］。Ｃａｒａｂａｊａｌ、Ｌａｐｏｉｎｔｅ 和 Ｇｕｎａｗａｒｄｅｎａ
（２００３）描述了他们构建的虚拟学习社区的三个维

度：技术维度、学习任务维度和社会互动维度［１３］。

（二）实践研究

国内研究网络学习社区比较成熟的有首都师

范大学网络学习社区智能网络教学支撑平台、西

南 大 学 远 程 教 育 网 络 学 习 社 区、北 京 师 范 大 学

ＷｅｂＣＬ网络教学平台、台湾亚卓市网络虚拟教育

城、国立海洋大学建立的虚拟英语学习社区、苏州

教育博客、浙江海盐教育博客、山东临淄教育博客

和天河部落教育博客，另外教育科研网上的“中国

教育人博客”，也是针对教师进行交流教学教法、
学科建设等教学心得的非正式网络学习社区。

国外在虚拟学习社区研究中，做得比 较 多 的

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 国 家。有

关网 络 学 习 社 区 的 项 目 有 ＣＳＩＬＥ、ＣｏＶｉｓ、Ｌａｂ－
Ｎｅｔ、Ｗ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ＷＬｉｎｋ、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ｅｂ－ＳＭＩＬＥ、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ＣＣＬ、ＣＡＬＥ、ＣＮＢ、

ＴｅｌＮｅｔ、ＫＩＥ、ＳｃｈｏｏｌＮｅ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Ｎｅｔ、ＮＣＣＣＳ、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ＶＬＣ等，这 些 项 目 大 都 是 通 过 网 络 连

接不同区域的教师、学生和专家，针对某些主题进

行讨论，提供某些课程进行学习，进而建立起一个

网络学习社区，基本上都是由特定的机构组织实

施的［１４］。
综上所述，网络学习社区在于探索和 发 展 在

信息社会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现代远程教育，
构建一种充分体现个性化特点的学生网络学习的

新的教育教学模式。这种学习模式符合现代社会

要求的教育民主和平等，符合现代社会终身学习

的需要，是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向深层次发

展的产物，也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必备条件。

四、ＳＮＳ网络学习社区模型建立

（一）模型建立的核心理论：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是一个研究不同形式人类活动的哲

学和跨学科理论框架。它是一个社会文化分析的

模式（实际上所有人类活动都处于由人和物组成

的社会大 系 统 之 中）；一 个 社 会 历 史 分 析 的 模 式

（实际上所有人类活动都在与时俱进且分布在个

人及人们的文化之中）；中介行动的理论，关注行

动者和其文化工具，文化工具是活的中介［１５］。它

的基本思想是：人类行为活动是人与形成社会和

物理环境的事物以及社会和物理环境所造就的事

物之间的 双 向 交 互 的 过 程［１６］。当 代“活 动 理 论”
发展的代表人物恩格斯托姆（Ｙ　Ｅｎｇｅｓｔｒｍ）区分

了三代活动理论并归纳了第三代“活动理论”的特

征，并根据活动理论的一系列原则发展出了一个

基于活动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该框架中，Ｙ　Ｅｎｇｅｓｔｒｍ认 为 每 个 活 动 系

统都是由主体、客体、工具、社区、规则与分工等６
个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又组成了四个子系统，分

别是生产子系统、消耗子系统、交换子系统与分配

子系统，如图１所示。其中生产子系统最重要，整
个活动系统的目标就是通过生产子系统实现的。
其他的子系统服务于生产子系统，是生产子系统

在实现整个活动系统目的时的支持部分。
有学者提出：活动理论为教学设计分 析 学 习

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关注的不是知识

状态，而是人们参与的活动，他们在活动中使用的

工具的本质，活动中合作者的社会关系和情境化

的关系，活动的目的和意图以及活动的客体或结

果［１５］。网络学习 社 区 建 立 的 目 的 就 是 让 学 生 参

与到学习活动中去，在交流活动中获取知识，构建

２０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５卷　



工具、符号

生产主体 客体
结果

转化
消耗

交换 消费

规则、惯例 共同体 分工

图１　活动系统（改编自Ｅｎｇｅｓｔｒｍ，１９８７年）

知识，真正体现网络学习活动以学习者为中心，注
重活动设计，注重交流、协作等特点，在实践中达

到学习的目的。综上所述，结合ＳＮＳ网络社区的

核心特点，即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认 为ＳＮＳ网 络

学习就是基于网络进行的有效沟通的活动学习，
网络学习社区就是由共同的理念或兴趣组织在一

起的学习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深度活动系统。

（二）理论模型的建立

虽然活动理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但 是 仅 凭

这些抽象 的 要 素 以 及 原 则 是 不 能 指 导 人 们 实 践

的。活动理论的关键概念是“活动”与“沟通”［１５］，
活动与沟通是人们的生存方式的一种，而且是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按照活动理论来说网络学习社

区是一个活动系统，学习就本质而言就是社会对

话过程，并且网络学习社区的建构就是要给学习

社区提供一个丰富的真实的学习活动环境支持。
根据活动理论模型、关键概念、网络学习和网络学

习行为的基本特点，对网络学习社区进行理论模

型建构，如图２所示。
平台、资源

学习者

社区文化
社区规则

学习共同体
沟通交流 协作学习

合 作学习
自主学习 问题、任务

任务活动
小组活动

个人知识
转化

图２　ＳＮＳ网络学习社区理论模型

平台、资源：是学习者处理学 习 任 务、问 题 的

基本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学习者可以使用任何工

具和 资 源 进 行 学 习，并 通 过 语 言、符 号 等 表 达 出

来，并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和思维方式。
学习者：是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可以是个体或

者小组，活动系统中所有活动的发起者和实践者。
问题、任务：所有活动都是以问题和任务为导

向的，并 在 平 台 和 资 源 的 支 持 下，进 行 的 学 习 活

动。作为学习活动主体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是

以自己的学习风格和学习方式，通过改组或重建

自己的认知结构来学习的。

社区文化和社区规则：不同学习者在 学 习 社

区的沟通和交流中，所形成的一些显性和隐形的

规则，并形成学习社区文化。

学习共同体：是由若干个个体或小组组成，他
们通过一些问题和任务并自我建构以区别于其他

共同体，而不同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和规则。

任务和小组活动：学习社区中存在着 不 同 的

意见领袖和中心人物，作为信息的发源地和中心

人物，他们能够引导不同的学习者参与到共同体

内的横向任务分配以及纵向的权利、地位分配，即
是共同体内的不同的任务和小组活动。

自主学习子系统：ＳＮＳ网络学习社区理论模

型（以下简称“模型”）的重点就是图２中上面的三

角形，问题和任务的解决是由模型中个人知识生

长的意图引导的，在整个模型中自主学习子系统

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系统的任务和

问题被解决了，转化成为学习者自身内在的知识，
就是说此模型的意图达到了。此子系统中包括学

习者和任务、问题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并以学习平

台和资源作为中介，其目标就是转化为个体知识。
合作学习子系统：此子系统描述了学 习 者 和

社区中的共同体如何合作去解决问题和任务的。

此子系统包含三对固有矛盾：学习者与共同体、合
作者与问题、任务以及共同体与问题、任务。虽然

说模型的目标是对一个任务和问题的解决，在此

子系统中也有自主学习子系统和共同体共同的合

作沟通，并使用了模型中的资源。在子系统中，学
习者必须参与到共同体中进行活动，该共同体既

支持自主学习又支持合作学习。

协作学习子系统：通过确定共同体中的任务，
把学习任务和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按照一定的学

习规则，分小组进行任务活动。

交流子系统：此子系统要求约束社区 活 动 的

规则、文化和学习者进行互动的共同体，在子系统

中，这些文化、规则是由共同体成员协商的，是在

为模型中学习者调节社区活动的规则。

（三）模型的实现方式

根据理论模型和ＳＮＳ基本元素，把网络学习

社区实现模型分了６个模块，即社区资源库、社区

新闻、社区交友、社区论坛、个人主页、社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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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块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建构、信息搜索、情景

创设、交流共享等，如图３所示。

个人主页社区新闻

社区交友

社区小组

社区论坛

社区资源库

个
人
状
态

收
藏
夹

留
言
板

相
册

投
票 ……

图３　ＳＮＳ网络学习社区实现模型

社区资源库：包括资源库和 Ｗｉｋｉ中 心，属 于

人类知识资源系统，其中 Ｗｉｋｉ系统可以在线进行

浏览、创建、编辑，还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

而 Ｗｉｋｉ的写作者也构成了一个社群，它也为这个

社群提供简单交流，所以 Ｗｉｋｉ系统可以帮助人们

在某一社群内共享某一领域的知识。资源库提供

上传下载以及收藏等功能，方便学员在社区内进

行资源的浏览与共享。

社区新闻：包括社区中的大小事件，比如热门

话题、小组热点、学习者学习状态。

社区交友：寻找志同道合者 的 必 要 途 径。目

前的ＳＮＳ网站都提供类似ＱＱ一样的聊天软件，

并提供智能检索服务。

社区论坛：畅所欲言，交流知识，互帮互学。

社区小组：学习者之间建立学习共同体，在遇

到问题时，学习者之间可以进行学术探讨与学术

交流，对同一问题进行反复讨论，直到达到统一的

见解。

个人主页：包含个人状态（类似微博）、收藏夹

（个人图书馆）、留言板、相册、投票等。

（四）模型的优势

１．有效解决系统中存在的三对固有矛盾

在模型中，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子系统，对问题

或者 任 务 进 行 加 工 后，获 得 了 个 人 知 识 的 生 长。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区

中的他者以某种方式结合成一个共同体或小组，

并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规则。同时社区内有一定

的组 织 结 构 与 小 组、任 务 分 工 关 系，这 些 学 习 文

化、学习组织与分工对学习共同体的合作学习子

系统和协作学习子系统起到了支持作用。学习者

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或者策略，在社区中

表现为个体的外部实践和内部的心理活动，并通

过同化、顺应、平衡，进行积极的知识构建，最终都

会形成个体知识的生长。这一理论模型其实就是

为了有效的解决系统中存在的三对固有矛盾。

２．其目的是为了高阶认知水平的学习和深度

学习，提高学习质量

个人学习状态或者心得体会等都是个人内部

机制和认知过程的外在体现。这些外现是学习者

通过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认知过程建构知识

过程的 表 现 形 式。只 有 通 过 学 习 活 动 的 内 部 过

程，才 能 达 到 有 意 义 学 习，即 在 社 区 中 探 索 性 学

习、投入性学习、体验型学习等，这些学习合起来

就是有意义学习，是一种知识建构的学习，是学习

者发展高阶思维的有效途径，是一种高阶认知水

平的学习。学习者通过有意义学习，进行自主知

识建构，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包括解释、反思、协
作等活动进行意义建构，从而实现并发展高阶思

维能力［１８］。在学习者进行知识建构过程中，有效

的学习环境支持、资源支持、任务支持、活动支持、
工具支持等等都能使学习者进入深度学习状态，
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提高学习质量。

３．把行动—反思性活动融入到社区活动中去

建立学习社区是为了共同学习和交流某一领

域的知识，它一般拥有一个现实物理空间或是网

络虚拟空间中的共同场所，学习者们可以在此进

行讨论、陈述、参与活动和合作完成某项任务，通

过这些集体活动来确定他们共同遇到的问题，讨

论并完成解决方案［１９］。然而完成的活动，是通过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目的、达到目的的条件以

及相关的活动、动作、操作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在

整个社区学习活动中，学习者通过交友、知识共享

（个人知识库或者个人收藏夹）、学习者之间的交

流（留言板、ＢＢＳ、即 时 通 信 软 件、投 票）等 外 部 刺

激，开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整个社区中

感到自由，从而产生投入学习的真正状态。比如

在个人主页上学习者可以写今天的学习任务，或

者心情，或者对现实的抱怨，或者设置一些学术或

生活方面的投票题等等，当其他的学习者（好友）
看到 这 些 状 态 的 时 候，就 会 主 动 地 去 留 言、打 招

呼、去问候、去投票或者去点击头像进入对方主页

查看详情等等，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在平时的学习

过程中是很难办到的，又可以得到其他同学在学

术或者生活方面的认可。学习者还可以去知识库

找资料或者去论坛寻求其他学习者的帮助。在整

个学习过程中，学习是需要意志的、自觉的、建构

的实践，该实践包 括 互 动 的 意 图—行 动—反 思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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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图４）［１５］。

感知

行动

意图

反思意识

图４　作为意图—行动—反思的学习

行动是与感知和反思整合在一起的，活 动 理

论认为自觉地学习和活动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和彼

此依赖的，在整个社区的学习活动中，学习者通过

各种渠道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思想，以

及透露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学习环境使得学习者

获得了环境给予的互动性感知以及作用于环境的

行动。这些感知和有意识的行动的反思对学习者

意义建构是必需的。

五、结束语

目前对网 络 学 习 社 区 的 研 究 尚 处 于 初 步 阶

段，虽然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但技术作为工

具，是为先进的理念和思想应用于现实而服务的。
紧跟ｗｅｂ２．０技术的发展，从ＳＮＳ的视角，通过活

动理论指 出 网 络 学 习 社 区 是 以 个 性 化 学 习 为 中

心，让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完成知识的深度学习，
这无疑拓展了教育的手段，改变了教育的形式，既
是一种应用上的创新，同时也对于以学习者为中

心教育理念的普及做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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