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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参与是学生学业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教学存在为促成学习成果的

产出提供了理论框架。本研究以教学存在理论为指导,参考国内外在线课程教学

实践,设计了面向讨论区的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并以“信息素养”在线开放课

程作为实践场景,以在规定时间内参与论坛讨论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开展三轮行

动研究。通过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问卷调查、访谈调查等方法,分析学习者讨

论区发帖认知水平、学习参与水平、互动交流程度、教学策略满意度,探究学习者教

学策略感知程度与学习参与水平的相关性,以检验策略的可行性及有效性。通过

三轮迭代,本研究形成了“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活动设计”“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

进对话”和“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三个教学策略。所提策略能够有效预

测学习者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且对学习者的行为、情感和认知参与度均有促进

作用,表明策略具备一定有效性。本研究提出教师欲改善在线课程讨论活动的设

计和组织,应重视讨论题的设计、引导学生多角度交流互动、适时鼓励并及时反馈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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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内外在线课程的蓬勃发展,有关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在

线开放课堂)将如何取代现有高等教育的说法已鲜有人提及,但其一直居高不下的辍学率仍

为人们诟病。MOOC的参与度随着课程的推进而显著下降,其完成率非常低,通常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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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由于学习参与度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坚持程度和留存率具有积极影响,对
学习和成绩发挥正向作用,所以学习参与度在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但目前在线学习环

境下,师生分离使得学习者缺乏互动、协作、获得反馈和社会支持等机会,导致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参与度不高,其积极影响也难以发挥作用。[2]研究表明,没有一项活动能够自动帮助

学生更多更好地参与在线课程的学习中,但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密切沟通与学生

较高的课程参与度相关。[3]论坛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而不是被动地听老师讲课,他们必

须积极选择自己将回应哪些帖子,何时回应以及如何回应,甚至通常不参加课堂讨论的学生

也会参与其中。[4]可见,在线论坛的使用有利于学习者主动参与学习活动。[5]

教学存在是探究社区模型(the
 

community
 

of
 

inquiry,
 

COI)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是指对

认知和社会过程进行设计、促进和指导,以实现个人有意义和有教育价值的学习,收获有价

值的教育成果。[6]理查德森[7]发现教师如何在网络环境中建立自己的存在感,可能对学生的

整体学习体验产生重要影响。Hall[8]鼓励从事在线教学的教师采用探究社区模型中的元

素,比如通过适当的课程设计和搭建脚手架为学习者营造良好的在线学习体验。在探讨教

学存在是否会影响在线学习者的被动、主动、建构和互动参与行为的研究中,张怀浩[9]等发

现学习者感知教学存在的程度对其建构知识和进行互动的参与行为均有正向影响。综上,
可认为教学存在能对学生在线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对改善学习者的讨论区参与体验具有一

定指导作用。但此类研究总体而言,调查研究多实践操作少,面向在线讨论的实证研究则更

少。由此,本研究基于教学存在理论制定可能提升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策略,以为期12
周的“信息素养”在线开放课程为研究场景,通过三轮行动研究对策略进行修正、完善,以期

提升课程论坛中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参与水平,促进有效学习。

2 文献综述

  2.1 教学存在的含义、要素和作用

教学存在的英文为teaching
 

presence,国内学者将其译为教学存在感、教学临场,或教学

临场感、教学性存在。相关的词还有teacher
 

presence,
 

instructor
 

presence,多数情况下它们

可互换使用。教学存在组成有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和五要素等多种划分方法。二要素为

教学设计与组织、直接促进;三要素为教学设计与组织、促进对话和直接指导;四要素在三要

素基础上增加了评价;五要素又增加了技术支持。[10]重构探究社区理论框架有待进行严格

的效度检验,[11]有关教学存在的四要素和五要素之说亦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研究采用

通过信效度检验的三要素说,即教学设计与组织、促进对话和直接指导。此三个要素又由更

具体的内容组成。
教学设计原文为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organization,国内大多译为“教学设计与组

织”。该词本意是指对课程开展前和实施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规划,而组织一词有实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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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容易引起歧义,遂本研究将其译为教学设计。它涵盖课程开始之前及实施过程中的规划

性问题,如课程设置、设计方法和评估、确定时间框架和利用媒介。[12]

促进对话包括确定观点统一和存在分歧的地方、寻求达成共识和理解、鼓励、承认、强调

学生的贡献等,对于维持学生在积极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动机和参与至关重要。
直接指导包括呈现内容和问题、聚焦特定问题的讨论、对讨论进行总结、确认理解、诊断

误解、注入不同来源的知识和提供技术指导。[13]

教师主要通过教学支持体现教学存在,提高学生学习参与水平。比如,谢伊等人对

2159名在线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教学存在相关组成要素在实际教学中,能够培养认

知存在、发展认知参与。[14]丘对某在线课程平台最受欢迎的3门 MOOC进行研究,对能够

提升学习者参与水平的相关因素进行总结,强调了提供教学支持的重要性。他发现当学习

以问题为中心,并且教师能够以简单易懂的程序或概念进行教学时,就可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参与度。如果教师的教学存在感太低,学习者提出的问题没能得到回应,久而久之,学习者

的参与积极性就会降低甚至辍学。[15]

  2.2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

2.2.1 参与度的内涵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重点关注讨论活动,刘冬梅[16]将它界定为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所

投入时间和精力的总和,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投入。外显行为包括发表帖子、回复或评论同

伴帖子;内在心理活动包括参与在线讨论的意愿,对自己在讨论过程中表现的满意程度以及

是否享受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丁[17]等认为行为参与包括学生发帖的数量、学生登录讨论的

次数以及学生撰写和阅读讨论的时间。情感参与除了学生对老师和同学以赞赏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反应,还包括学生对不同讨论主题的兴趣和享受程度等指标。认知参与则包括心理

和认知两部分,前者指学生愿意在学习上花费额外的努力,后者强调在思考和学习中有策略

性,例如学生在阅读和撰写讨论文章时使用推理、批判、分析等方法。
本研究认为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是指学习者在参与在线讨论活动过程中,为完成学

习目标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在此过程产生的一系列情感体验。它包括行为、情感和认

知三个维度。行为参与包括学习者参与讨论,回答老师问题,向老师或同学提问,与同伴就

某个话题进行讨论等积极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频率;情感参与是指学习者在讨论活动

中的兴趣和乐趣,以及与课程、教师、同伴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认知参与指学

习者参与讨论活动,为阅读和撰写帖子而付出的精力和努力,包括为发帖和回帖所采用的推

理、批判、分析等策略。

2.2.2 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丘与张回顾了110多项实证研究,[18]归纳总结了导致学生讨论区参与程度低的影响因

素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本研究将影响因素进一步划分为活动组织和设计(如很难跟上讨

论进度、不知道如何参与讨论、表现出表层的/较低层次的批判性思维、表现出低层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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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等)、教师或同伴影响、学习者自身因素(如没有看到参与在线讨论的必要性、性格特征、
没有时间参与、害怕被误解等)和技术问题4个方面。余明媚[19]等总结了在线讨论中影响学

习者投入的11个因素,发现在线讨论的平台和社区成熟度,教师的态度、反馈和评价、学生

的参与意愿、学习能力和个性特征均能影响学习者参与在线讨论的学生投入水平。其中,教
师态度是根本性的影响因素。

2.2.3 参与度的提升策略

教学策略可概括为重视教学设计和加强互动反馈两大方面。教学设计是确保教学得以

实施的前提,在课程内容、视频制作、评价考核等方面均能发挥巨大作用。有学者提出促进

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框架,认为教师首先需要对学科有深入认识,知识点要与真实世界建立联

系,其次是要提供相关的课程资源和活动来满足学习者多样的学习偏好和能力水平。[20]此
外,潘等人认为应重视考核评估的教学设计,以学习者作业完成情况为例,应进一步研究作

业的复杂性、难度或所耗时长以作相应改进。[21]郭研究在线课程的视频制作如何影响学习

者参与度,发现时长较短(3分钟以内)的视频、非正式的谈话式视频、可汗式的平板电脑绘

图式视频会更吸引学习者。[22]

互动反馈是缓解在线学习者孤独感的重要对策。有学者强调及时为学习者提供反馈的

重要性。[23]教师应该使用合适的技术提供合适的内容,并提供合适的支持系统,特别是为缺

乏在线学习经验的学习者提供关于如何访问和使用平台资源的指导。莫科纳对某所大学

在线论坛网站上的学生参与度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以技术支持的形式提供建设性反馈,对
学生设定明确的期望,可提高论坛使用的有效性并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24]佩顿等人也

认同为学习者提供合作机会并及时与学习者沟通也许能够提升学习者的慕课参与度和留

存率。[25]

从教学存在角度分析,重视教学设计与其要素“教学设计”相呼应,加强互动反馈则可看

作“促进对话”与“直接指导”的综合。现有文献不乏以教学存在要素为指导探讨如何促进学

习参与的实践,但在线学习参与度相关研究中关注讨论区的研究较少,从教学存在整体视角

着手研究的则更少。为此,本研究从教学存在理论出发,探索能够提升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

度的教学策略,研究问题如下:
 

(1)
 

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是什么,包括哪些要素?
(2)

 

基于教学存在的教学策略对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有什么影响?
(3)

 

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有效性如何?

3 研究总体设计

  3.1 教学策略设计

本研究参考了Salmon(2000)网上教学五阶段模型,[26]将在线讨论活动整合为在线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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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线社交与讨论两个阶段,制定初步的教学策略:
 

①问题导向策略:“以问题为基础的讨

论活动设计”;②互动教学策略:“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进对话”;③知识建构策略:“以知识

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
同时,本研究对教学设计、促进对话、直接指导三大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做适应性修改,

确定了三条教学策略的组成内容。为进一步聚焦且与讨论区活动相适应,原“课程设置”改
为“系统设置讨论区”,原“设计方法”改为“多维设计讨论题”;将原“评估过程的有效性”删
除,但相应内容在“多维设计讨论题”中体现。讨论初期,因学习者未熟悉平台操作而有较多

技术求助类问题,相较于课程内容发言,发表此类帖子难度和所体现的认知水平较低,但又

迫切希望得到解答,及时回应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讨论区归属感,故将原属于直接指导的

“回应技术问题”归于促进对话。原“确定观点统一和存在分歧的地方”和“寻求达成共识和

理解”是深化理解知识的顺承步骤,且后者是前者的目标,作为教学策略应合并实施较为合

适,因此将两者合并为“达成共识并理解”。其余要素则在保留原意基础上,在表述上做了修

改(见表1)。

表1 面向在线讨论活动的教学存在组成要素

教学存在
组成要素

面向课程的子要素(原) 面向讨论区的子要素

教学设计 课程设置 系统设置讨论区

设计方法 多维设计讨论题

确定时间框架 建议参与时限

有效使用媒体 有效使用媒体

制定网络礼仪 制定网络礼仪

促进对话 确定观点统一和存在分歧的地方 达成共识并理解

寻求达成共识和理解

鼓励、承认、强调学生的贡献 认可学员参与表现

营造学习氛围 营造学习氛围

吸引参与者并促使讨论 吸引学员参与讨论

评估过程的有效性 (删除但在多维设计讨论题中增加相应内容)
/ 回应技术问题

直接指导 呈现内容和问题 挖掘深度话题

聚焦特定问题的讨论 聚焦重要帖子

对讨论进行总结 总结讨论概况

确认理解 确认理解

诊断误解 诊断误解

注入不同来源的知识 拓展知识

回应技术问题 (归入“促进对话”)

  教学存在为构建教学策略提供理论基础,教学策略亦是对教学存在实践研究的丰富。
实施教学策略的目的是提升学习者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实践过程中参与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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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为修正教学策略提供反馈。同时,教学存在和在线学习参与度的组成要素之间也存在

相互影响。初步构建的教学策略(见图1)旨在通过精心设计讨论题目,吸引学习者参与在线

讨论;在师生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启发深度思考,最终实现知识建构。虽然两个阶段对应的策

略不同,但欲取得良好教学体验,需要各个策略相互配合。

图1 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

  3.2 研究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集的数据定性和定量兼而有之,所需工具、用途和参考来源如表2所示。定性

数据包括讨论区帖子和访谈调查结果。通过对帖子进行内容分析,以了解学习者参与讨论

活动过程中的认知水平,类目表改编自朱的认知参与度分析框架。[27]通过具体分析、提取关

键字的方法量化访谈内容,了解学习者对教学策略的满意度,收集行动研究改进建议。定量

数据包括问卷调查及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和平台数据,对应分析学习者的学习参与水平和互

动交流程度。类目表和问卷均经过两轮专家咨询并完善后正式定稿。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有

二,均为五级里克特量表。一是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调查问卷,共23道题,以丁等人的问

卷及编制依据为参考,[28]得分越高表明学习者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水平越高。二是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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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存在感知程度调查问卷,共18道题,以谢伊和兰国帅等人的研究为基础,[29][30]并结合

在线讨论活动的特征做了修改,同上得分越高表明学习者对教学团队所实施的教学策略感

知程度越高。问卷一整体α值为0.93,各维度α值为0.84、
 

0.83、
 

0.87。问卷二整体α值

为0.95,各维度α值为0.90、
 

0.81、
 

0.92。两份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表2 研究所需工具、用途及参考来源

所 需 工 具 用  途 参考来源

认知参与度内容分析类目表 分析学习者发帖内容的认知水平 Zhu(2006)
访谈调查提纲 了解学习者对教学策略的满意度,收集

行动研究改进建议
自编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调查问卷 了解学习者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水平 Ding
 

et
 

al.(2017)
学习者教学存在感知程度调查问卷 了解学习者对教学策略感知程度 Shea

 

et
 

al.(2006);
兰国帅等(2018)

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 分析学习者论坛交互情况 /

  3.3 研究实施情境

利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线的《信息素养:
 

开启学术研究之门》(第二期)(以下简称

《信息素养》)开展研究,该课程以确定选题、信息检索、文献管理和阅读、拟定文献综述大

纲、撰写综述初稿和明晰学术规范等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任务为主线,指导学生完成文献综

述的同时,掌握学习和研究所需的信息素养相关知识与技能。考虑到课程内容重要和难

易程度及学生课业负担,课程讨论题分为必答计分和自主参与两种,并重点择取专题一至

专题四、七、十开展行动研究。实验对象为学习该课程并在规定时间内参与论坛讨论的学

习者。由于每一轮参与论坛讨论的学习者不尽相同,研究对象人数未能统一,总的参与人

数为53人。研究周期为15周(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5月31日),其中,教学周为

12周。

4 行动研究实证

  4.1 第一轮行动研究

首轮行动实践对应课程内容为专题一至专题四(信息素养导论、研究选题的确定、信息

源的选择、信息检索(上)),以所制定教学策略为指导,专题一和专题二供学习者适应、熟悉

在线讨论活动,专题三和专题四尝试吸引和指导学生参与讨论。在线准备阶段,为了使学习

者对讨论区形成良好印象,根据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活动设计为策略,依据相关原则设计

讨论题,对讨论活动设置、建议参与讨论时间、参与讨论的方法和规则等进行说明,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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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明确指引。在线社交与讨论阶段的策略有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进对话和以知识

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两种,前者旨在培养学习者的讨论习惯,后者旨在发展其形成深层

次观点的能力。在学习者参与讨论活动的前期,需以促进对话交流为主,待其初具讨论习

惯,再逐渐过渡到提供指导反馈阶段。课程要求学习者在讨论活动发布后一周内参与其

中,课程团队在这一周内将定期访问论坛,及时与学习者互动交流。在线社交与讨论阶段

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视学习者参与讨论的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对于较早发帖的学习者,
课程团队一般会回复鼓励性话语,优质帖子将会置顶,对其给予肯定。如果学习者的发帖内

容较为简单,则鼓励学习者进一步思考补充新观点。如果学习者的发帖内容存在知识性错

误,将以直接指出或提问的方式引导其探究。当一周接近尾声,课程团队将总结一周内的讨

论活动情况,强调易错点、重难点,分享优质帖子并对参与讨论的学习者表示重视和肯定。
综合分析学习者发帖的认知水平、互动交流程度、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水平和满意度,

发现第一轮实践有如下改进空间:
 

①学员之间缺乏互动交流;②发表的讨论帖子主要聚焦

回应、提供信息和解释等中下认知层面,可适当向高阶发展;③学习者对讨论题的内容较为

生疏,展开话题存在难度;④讨论过程缺乏权威观点,对讨论题一知半解;⑤当前将促进学

习者社交和知识建构策略均归属“在线社交与准备阶段”,未能体现学习者在教师所采取

策略帮助下,从社交阶段过渡到知识建构阶段的过程。对应需改进的策略有“吸引学员参

与讨论”“总结讨论概况”和“系统设置讨论区”,需新增的策略有“促进互动交流”和“教学

团队答题”。同时,将“在线社交与准备阶段”拆分为两个阶段,即“在线社交阶段”和“知识

建构阶段”,对应策略分别为“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进对话”和“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直

接指导”。

  4.2 第二轮行动研究

本轮开展实践的专题是一、二、三、四、七,其中以专题七(批判性阅读)为主。随着课程

推进,会不断有新的学习者参与到专题讨论中,因此课程虽已进行到第七周,仍需定期关注

前期课程的讨论情况并将相应策略应用其中。本轮行动实践与第一轮大体相同,但基于第

一轮存在的问题改进了相关做法:
 

①深化总结,鼓励学生一周内参与讨论。发布《专题三和

专题四讨论总结》,展现学生优质回答,并在课程公告、学员群中公开表扬,形成正向激励;在
《总结》的最后、学员群、课程公告中介绍参与讨论的益处;发布讨论的一周内,分前、中、后三

个时期提醒学生参与讨论,同时强调讨论规范、严禁抄袭。②提供脚手架,鼓励学习者互动

交流。在设计讨论题时,为学习者提供如何回答问题的指导和提示;在评分标准中说明为发

表帖子质量较高的学员给予加分奖励。在总结文档、教学团队发言中,鼓励学习者回帖应在

赞同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可以是提供另一种观点或补充相关内容,对存疑的地方进

行提问,或回答其他同学或教学团队的提问等;并提供章节主题相关的拓展资源链接,供学

生发帖时拓展思路。③设计改进讨论题。讨论题应与学生实际可能遇到的问题相关,并运

用较为生动的语言表述,辅以形象配图;同时,应有一定开放性,为学生提供发挥空间。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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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团队答题供学生参考。在每个专题发布后的一周内,如果很少学习者答题,教学团队可先

答题作为表率,供学习者参考。如果学习者回帖数尚可,则在总结学习者发帖情况的前后,
答题以供参考借鉴。

第二轮研究的分析结果与第一轮相比,均有积极变化。但本轮实践中学习者反映答题

仍存在难度,且希望随着课程推进,能够适时回顾课程所学。对应的改进策略为改进讨论题

目的设计。学习者面对讨论题无从下手可能与他们大多为学术新手有关,除了考虑内容难

度,还应为其提供可参考的回答思路;而回顾知识点部分,可考虑将学过的知识点融入讨论

题的设计中。

  4.3 第三轮行动研究

本轮主要针对“多维设计讨论题”作相应改进,并以专题十(学术诚信与剽窃)为主要研

究场景,具体如下:
 

①指定讨论题目改为“即看即答”型,提高学习者答题积极性,需要相应

实践经验才能参与的题目设置为自主参与。具体做法为提供“留学生的学术不诚信”阅读材

料,拓展学习者视野,从自身认识、读后感和反思实践三方面深化学习者对学术诚信重要性

及不诚信危害的认识。②讨论题中应为学员如何答题提供指导,比如增加“可从个人经验、
本专题所学知识或其他相关资料等方面进行思考”此类提示语。③在讨论题中适当对前面

学过的知识点进行回顾,可与第二点相结合,引导学员从学过的知识找切入点回答问题,例
如:“可通过回溯研究选题的确定、信息源的选择、信息检索、文献管理和阅读、文献综述的撰

写这一系列过程以及作业的提交思考上述问题。”
基于各项数据分析,第三轮行动研究整体效果尚可,学生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较前

两轮均有所上升,但仍存在可改进空间:
 

①讨论题目本身会影响发帖回帖及认知水平,需要

进一步斟酌如何设计。②学习者发帖回帖的积极性和认知水平会受已有帖子质量的影

响,后续应该对发帖回帖制定明确评价标准以禁止“水帖”。③为保证讨论质量,如果条件

允许,应尽可能在学习者的学业任务负担较轻时组织专题讨论。经过三轮迭代,本研究形

成了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的提升策略(见图2),虚线框中为新增和改

进的部分。
在三轮迭代过程中,对“多维设计讨论题”策略要素的改进贯穿始终,以此为指导改进的

讨论题型如表3所示。讨论题是影响学生参与讨论积极性的关键,换言之,讨论题的设计是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的关键。鉴于此,教学策略应突出强调其重要性。“促进互

动交流”和“教学团队答题”为新增要素,前者旨在已有促进对话策略基础上,为学习者提供

如何与同伴互动的可操作建议;后者旨在通过教学团队发表观点为学习者提供参考。由于

教师在教育体系中一般占有主导地位,即使讨论区有很多精彩优质的回答,部分学习者还是

会对问题拿不准,希望从主讲教师处获取权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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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经过三轮行动研究迭代后修正的教学策略

表3 以“多维设计讨论题”为指导改进的讨论题型

讨论题型 题 型 说 明

必答计
分题

提供样例,阅读思考 提出问题,提供样例,供学员有目的地阅读,自学的同时锻炼归纳总
结能力。例如:

 

阅读下列三篇中文文献综述样例,请你分析:
 

①文献
综述有什么特点? ②文献综述的格式(或结构)包含哪几个部分?
③文献综述一般会针对某一问题论述哪些方面的内容? ④如果你读
的某篇文献综述写得特别能打动你,请分享这篇论文的信息(作者
名+论文名+期刊名+年份和期数),并简要点评

创设情境,代入思考 以学生可能遇到的问题为基础创设问题情境,促使学生联系自身经
验思考问题。例如:

 

小明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为自己的研究选题检
索并下载到数量可观的文献,还解锁了管理文献的新技能。只要再
把手头的文献读一读,整一整,很快就能完成文献综述了。但刚开始
读第一篇论文,他就叫苦不迭:“明明每个字我都认识,为什么连在一
起我就看不懂了呢?!”

知识拓展,发散思考 在课程内容基础上提供相关资源,拓展学生对知识点的认识,帮助他
们养成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解决对策。例如: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把握
文献阅读的方法和技巧,本专题提供了两篇相关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①《如何高效读论文》;②《进行学术写作前的批判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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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讨论题型 题 型 说 明

自主参
与题

回顾实践,分享经验 在实操专题中,建议学生进行上机操作并完成探究性作业后,再分享
完成作业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并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与同伴分享学
习。例如:

 

请你通过举例的方式与大家探讨两个问题:
 

①你是如何
确定与自己选题相关的检索词或检索式的? 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②如果是检索英文文献,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查找并确定与自己选题
相关的专业词汇

收获体会,反思总结 分享心得体会的目的在于总结反思,总结所学,反思不足。例如:
 

此
帖为第二次同伴互评作业的专属“吐槽”区,请你分享:

 

①你在完成作
业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②完成作业后有什么收
获? ③对作业有哪些方面的改进建议

5 数据分析

  5.1 发帖认知水平分析

由两位编码人员同时且独立对学习者发帖做内容分析,三轮研究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8,表明信度较高。从第一轮到第二轮研究,学习者的认知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分析、

整合、评价和反思变化层次的帖子数量占比较第一轮有所上升。但从第二轮到第三轮研究,

学习者的认知水平下降,甚至低于第一轮,结果如图3所示。已有研究发现,如果讨论题目

的答案单一且基于既定事实,将局限学习者的回答。[31]专题十的3个问题看似开放,学习者

可以联系自身经验发表观点,但从访谈结果看,学生有关学术不诚信的认知和经验不足,拓
展资料是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学生并不能感同身受,因此答题时可发挥的空间不大,很容易

图3 三轮行动研究讨论区发帖认知水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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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重复。加之在学期中后段学业任务开始加重和时值五一假期等原因,学习者投入讨论

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减少。

  5.2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水平分析

随着研究迭代,学习者整体及各维度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水平均逐渐上升,各维度水平

从高到低依次为认知、行为、情感,增幅从高到低排序则相反,依次为情感、行为、认知(见表4)。

表4 三轮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水平调查结果比较

维度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n=45) (n=39) (n=36)
增幅/%

行为参与度 3.56 3.78 3.84 7.9
情感参与度 3.43 3.70 3.82 11.4
认知参与度 3.90 4.04 4.10 5.1
在线学习参与度 3.66 3.86 3.94 7.7

  5.3 互动交流程度分析

学习者互动交流程度的变化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平台数据两方面进行评估。

5.3.1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主要根据网络密度、人均发帖数及度数进行分析(见表5)。网络密度是介

于0~1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1说明网络中各成员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在三轮研究中,网
络密度从0.08上升到0.11,学习者的人均发帖数从1.9增加至2.6,说明学习者之间的互

动交流逐渐增多。度数是入度和出度之和。入度表示每位学员收到的回帖数;出度指的是

学员对其他同伴所发帖子的回复数。课程要求学习者需至少在每个指定讨论中发帖一次,
回帖两次,即共计发帖三次才可获得讨论满分。在三轮行动研究中,度数大于2的人数占比

在三轮行动研究中逐渐增加,这说明随着策略实施与课程推进,学习者在回答问题和参与交

流两方面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效果甚微。分析三轮在线参与水平问卷调查结

果,发现学习者在积极回应其他学习者达到发帖要求后仍积极参与讨论的两项得分徘徊在

3.00~3.75之间,即低于4。这两项是影响互动交流程度的重要因素,其积极性在三轮研究

后未有大幅提高,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变化较小或与之相关。

表5 三轮行动研究的网络密度、人均发帖数及度数分布

行动研究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专题四) (专题七) (专题十)

网络密度 0.08 0.1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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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动研究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专题四) (专题七) (专题十)

人均发帖数 1.9 2.3 2.6
度数≤2的人数占比/% 60.00 33.30 32.00
分布占比/% 2<N≤5 28.00 45.90 32.00

N>5 12.00 20.80 36.00

  5.3.2 平台数据

在线学习平台的课堂交流区是开展讨论活动的主场景,讨论区相关的评分标准也以在

此板块的回复/评论数作为计分项。如图4所示,在整个学期中,其变化趋势大体保持一致。
其中,小高峰基本出现在指定讨论发布后的一周左右,说明学习者在教学团队的督促下,能
够及时参与在线讨论。而在20190528—20190531节点之间,新增发帖数和参与人数几乎呈

指数式增加。由于5月31日是课程平台关闭前的最后一天,系结课前学习者为获得讨论区

板块的分数而频繁发帖以达到得分要求。

图4 课堂交流区每日新增回复/评论数与参与讨论人数比较

  5.4 教学策略满意度分析

学习者对教学策略的满意度通过访谈调查结果和学习者对教学存在策略的感知程度两

方面数据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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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访谈调查结果

在第三轮行动研究后期,为了解学习者参与“信息素养”在线开放课程讨论活动的体验,

对所采取教学策略的满意度和改进建议等,我们从讨论区发言积极程度(高、中、低)并考虑

专业、性别等因素选取了9位学习者进行访谈。访谈结果归纳如下:
 

①学习者对在线讨论

活动设置和教学团队的指导、帮助感到满意;②学习者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与开学初相比有较

大提高,且愿意将本课程学到的讨论技巧迁移到其他课程上;③学习者表示参与课程讨论的

积极性受师生回答质量和教学团队对待课程讨论态度的影响较大。

5.4.2 策略感知程度

在第三轮行动研究后期,我们调查了学习者对本研究所实施教学存在策略的感知程度。

结果如表6所示,各维度平均分依次为教学设计4.45,促进对话4.30,直接指导4.48,问卷

整体平均分为4.42,且各维度标准差均≤0.5。表明学习者对教学存在策略感知程度较为满

意,且学习者之间的偏差较小。

表6 教学存在感知程度问卷各维度调查结果分析(N=36)

维度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教学设计 3.67 5.00 4.45 0.45
促进对话 3.20 5.00 4.30 0.50
直接指导 3.83 5.00 4.48 0.45
教学存在 3.71 5.00 4.42 0.42

  5.5 教学存在感知程度与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相关性分析

为探究教学策略与学习参与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学习者教学存在感知程度

与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见表7)。教学设计与情感参与度(r=0.39,
 

P<0.05)和认知参与度(r=0.61,
 

P<0.01)呈显著正相关;促进对话与行为(r=0.39,
 

P<0.05)、情感(r=0.37,
 

P<0.05))和认知参与度(r=0.61且P<0.01)均呈显著正相

关;直接指导与行为(r=0.41,
 

P<0.05)、情感(r=0.33,
 

P<0.05)和认知参与度(r=
0.53,

 

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7 感知教学存在水平与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相关分析(N=36)

行为参与度 情感参与度 认知参与度

教学设计 0.32 0.39* 0.61**

促进对话 0.39* 0.37* 0.61**

直接指导 0.41* 0.33* 0.53**

  注:
 

*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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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直接指导能够有效预测行为参与度,教学设计

能够有效预测情感参与度,促进对话能够有效预测认知参与度。

表8 教学存在与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36)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 B SE β T R

行为参与度

直接指导 0.50 0.19 0.41 2.65* 0.41
常量 1.61 0.84 1.92
情感参与度

教学设计 0.53 0.22 0.39 2.45* 0.39
常量 1.45 0.97 1.49
认知参与度

促进对话 0.49 0.12 0.61 4.52** 0.61
常量 2.01 0.47 4.33**

  注:
 

*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比较分析三轮研究的各项数据,本研究所实施教学策略对学习者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

与度水平具体影响有3点:
 

①教学策略对学习者的讨论区行为参与度有一定促进作用,但
出现与已有研究类似的临近结课扎堆发帖现象;②教学策略对学习者的讨论区情感参与度

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学习者情感参与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抄袭等有违学术规范的

行为,教师对讨论区的重视程度等均有影响;③教学策略对学习者的讨论区认知参与度有一

定促进作用,但认知参与水平很大程度上受讨论题设计和其他学习者发帖内容质量的影响。
对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探讨,“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策略可以有效预测行

为参与度,分析访谈调查结果,学习者参与讨论活动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增进对知识的理解,
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是同伴见解和教师解答,教师在论坛中对学习者知识理解方面的

指导程度影响其参与讨论活动的积极性。“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活动设计”策略可以有效预

测情感参与度,这一结果在已有研究中得到解释,即无论学习者的水平如何,网上课程的开

发都应该包括清楚简明的目标说明、指导手册以及完整系统的参与指南。[32]当课程中不包

括这些要素,部分学习者将感到沮丧,可见能否成功地参与讨论活动取决于良好的教学设

计。[33]“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进对话”策略可以有效预测认知参与度,较高的认知水平可

能得益于鼓励参与的策略。相关研究发现该策略能为学生积极互动交流提供动力,从而促

进彼此间的合作;[34]社交意识较高的学生,在拥有良好教学和社会存在的教师帮助下,对学

习的理解和感知度更高。[35]促进对话所包含的一系列策略如营造讨论氛围、评价和鼓励学

生回复、吸引不太积极的学员参与等,都旨在提高学习者之间的社交互动水平。由此,可推

断促进对话相关策略通过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而间接促进其认知参与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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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教学存在设计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通过三轮行动研究修正完

善,结论如下:
 

①提出了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即“以问题为基

础的讨论活动设计”策略,包括多维设计讨论题、系统设置讨论区、建议参与时限、有效使用

媒体和制定网络礼仪5个要素;“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进对话”策略,包括吸引学员参与讨

论、促进互动交流、营造学习氛围、达成共识并理解、认可学员参与表现和回应技术问题6个

要素;“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策略,包括挖掘深度话题、聚焦重要帖子、总结讨论概

况、教学团队答题、确认理解、诊断误解和拓展知识7个要素。②教学策略对学习者整体的

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和各维度水平均有促进作用。③三轮研究迭代数据验证了教学策略

的有效性,能够提升学习者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水平,促进有效学习,对改进在线教学实践

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总结在线教学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本研究对在线课程讨论活动的设计和组织提

出3点参考建议:
 

①重视讨论题的设计。讨论题设计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学生参与讨论的

积极性。欲促进学生深层次学习,在线课程的问题设计除了应考虑知识点类型,还应结合学

生学习、生活经验;同时要有一定开放性、发散性,区别于非对即错的封闭性问题;并在题干

中对如何回答问题提供参考方向。②引导学生多角度交流互动。针对实践中学员缺乏交流

的现象,本研究鼓励学习者多角度多方面探索发帖的可能性。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鼓励学员对同伴或教学团队的发帖进行补充或提出不同观点、对存疑的地方进行提问、回答

任意同伴或教学团队的问题等。③适时鼓励并及时反馈。本研究中的大多数学习者表示教

学团队的回复和点赞有利于提高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增进对内容的理解。可采取的具体措

施包括鼓励课程学习者在讨论发布后的一周内参与讨论活动,教学团队在这期间亦积极参

与,适当给予发帖学员鼓励;答疑解惑由直接回答逐渐过渡到以引导为主。一周后对讨论活

动进行总结,指出易错点、争议点,并制作成讲义上传平台供学生下载。

7 反思与展望

本研究对在线讨论区的活动设计和组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还有诸多不足,需要在

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比如:
 

①进一步探索有效设计讨论题的原则和方法,研究不同学

习者及不同类别在线课程所适用设计原则和方法的特点;②研究师生所发表帖子内容之间

的社会网络关系,深入挖掘教学存在对促进师生、生生在认知层面互动程度的指导作用;

③把握课程内容、教学目标和讨论活动之间的关系,对在线课程中开展讨论的时机、占比、评
价标准做更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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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d
 

learners
 

levels
 

of
 

behavior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
 

We
 

then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ers
 

percep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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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level
 

of
 

learning
 

engagement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After
 

three
 

iterations,
 

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
 

were
 

developed:
 

a.
 

The
 

strategy
 

“Problem-based
 

discussion
 

activity
 

design”;
 

b.
 

The
 

strategy
 

“Facilitating
 

dialogue
 

with
 

interaction”
 

and
 

c.
 

The
 

strategy
 

“Knowledge
 

construction-oriented
 

direct
 

instruction”.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were
 

effective
 

in
 

predicting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within
 

the
 

discussion
 

area
 

and
 

had
 

a
 

facilitating
 

effect
 

on
 

learners
 

behavior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
 

suggesting
 

that
 

these
 

strategies
 

were
 

valid.
 

In
 

summary,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sign
 

of
 

discussion
 

questions,
 

guid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encourage
 

and
 

give
 

timely
 

feedback
 

if
 

they
 

want
 

to
 

improve
 

the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of
 

online
 

course
 

discussion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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