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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空间环境下学生学习发展分析 *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促进教与学深度变革实践反思之五

杨 滨，聂竹明，陶 佳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随着我国各地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一生一空间”已基本实现，而“生生有特色”尚需实践探索。

当学科教学与网络学习空间逐步融合时，需要对网络学习空间环境下学生的学习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该项研

究经过两年的教学实验，观察和分析了网络学习空间环境下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和特征以及影响学生基于网络学

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因素，分析了学生知识建构和问题解决逻辑思维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学生基于网络学习空

间开展学习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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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是“构建网络化、数
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与推动教育教学模
式创新的有效途径”[1]。2018年教育部发布《网络学
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提出要应用网络学习空间
变革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方式由单一、被动向多
样、个性转变[2]。近年来我国“三通两平台”的建设
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目标
指引下，全国各地的网络学习空间纷纷建成并投入使
用，为变革教与学的方式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持。学
生是教学的主体，也是检验资源环境建设、教学设计
是否有效的最终受体。因此，通过实证研究观察和分
析网络学习空间环境下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和特征，
总结能够指导学生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
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学改革实践研究概述

本研究以L市城关区A校的学生为研究样本，
抽选语文、化学、英语三门学科，开展实验教学活
动。经过2年的实验研究可以看出：第一，本项研
究所提出的“网络学习空间DPSC教学应用模式”
在教学应用中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第二，研究开发的网络学习空间教学活动设计模板
能够帮助教师从V1向V3开展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
教学设计；第三，在达成学科教学目标的同时亦可

达成能力提升目标；第四，研究所构建的网络学习
空间DPSC教学应用模式适宜在多学科中应用。

二、网络学习空间环境下学生学习发展分析

(一)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心
理发展阶段及特征分析

1.学生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心理
发展阶段

如图1所示，在两轮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
活动中，学生心理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兴趣萌
发期、浅表尝试期、愉悦适用期和反思交流期。

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心理发展与
教师类似(教师心理发展分析详见系列研究之二)[3]，学
生也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即陌生、尝试、适用和创
造，这四个心理发展阶段是波浪式递进关系，恰如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18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以高校为中心多方协同的STEAM教育模式研究：以安徽省为例”(项目编号：
DCA180318)研究成果。

学
生
的
发
展

交融
递进

交融
递进

交融
递进

兴趣萌发期
浅表尝试期

愉悦适用期
反思交流期

图1  网络学习空间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心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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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地反映出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
兴趣萌发期：学生初次接触网络学习空间，心

中充满了陌生感与新奇感，在教师的引导下注册学
生账号，登陆到教师所构建的用于研究性学习的专
题学习网站，逐步了解网络学习空间的使用方法。
此时，全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使学生眼前一
亮，激发出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浅表尝试期：学生饶有兴致地开始尝试在空间
开展学习活动，在教师精心设计的研究性学习任务
中展开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随着对空间功能
的熟悉，学生对空间的学习方式和作用有了初步的
认识。该阶段学生掌握空间学习方法的进度会有所
不同，部分学生会产生畏难心理，情绪上甚至会抵
触这种全新的学习方式，需要教师有针对性地予以
指导，充分利用在校登陆空间学习的机会，通过小
组合作、教师点拨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渡过难关。

愉悦适用期：学生逐渐对网络学习空间产生适
用感，并乐于在网络学习空间里学习，逐渐体验到
了网络学习空间里学习的乐趣，这种发自内心的愉
悦感促使学生积极开展学习活动。该阶段是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需要教师实时指导、
辅导答疑和同伴互助学习。教师可以邀请学生一起
协助建设网站，使学生也参与到教学设计中来，有
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该
阶段学生的自组织性开始在学习中逐渐发挥作用。

反思交流期：该阶段的学生已经熟悉了在网络
学习空间里学习，能够反思本组学习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多种优化改进措施，能对基于
空间的学习活动进行总结，提出学习心得和学习经
验并通过学习空间和同学展开积极的交流。

2.学生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心理
发展特征

学生在网络学习空间里开展学习活动，其心
理发展的四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周
期、学生质疑、行为表征、学习态度和应用“学习
空间”的表征等几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学生参与网络学习空间学习的心理发展特征

发展阶段 周期 学生质疑 行为表征 学习
态度

空间应
用表征

兴趣萌发期 1周 我的空间在哪儿 登陆空间
浏览资料 积极 空间注册

浅表尝试期 2-5周 小组如何讨论 朗读作品 较
积极

参与空间
小组活动

愉悦适用期 6-18周怎样呈现作品 讲解作品 十分
积极

协建网
站、开展
空间学习

活动

反思交流期 18周
以上 哪个小组作品最好 讲解活动方

案实施思路 积极 空间评价
与交流

学生需要1周的时间来度过“兴趣萌发期”，
此时的学生喜欢提出诸如：“我的空间在哪
儿？”“如何在空间注册？”“怎样给我的空间起
个名？”等问题，学习中充满了新奇感，学习态度
积极。学生通过一周的学习，均能在网络学习空间
中注册一个自己的学生账号，开辟自己的空间，并
能够通过输入自己的账号登陆空间浏览资料，还能
给自己的空间命名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名称。

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在2-5周近一
个月的时间里可以渡过“浅表尝试期”，该时期
的学生喜欢提出诸如：“空间里小组如何展开讨
论？”“我能否参与其他小组的讨论，并发言？”
等技术性问题，多数学生能参与空间小组活动，每
个小组也能根据教师的教学任务完成作品。新的学
习方式带给了学生全新的体验，但也是学生遇到问
题最多的时期，此时每个学生遇到的困难不尽相
同，部分学习困难较大的学生学习态度有些消极，
课堂上每组学生对于本组的成果均以PPT的形式呈
现，并能选派代表朗读汇报。

愉悦适用期的周期长短，取决于教师教改的周
期设计，如果教师能够持续不断地开展基于学习空间
的教学实践，学生可以在两轮教学的第一轮教学中度
过“愉悦适用期”，该时期的学生开始关注问题解决
后的成果呈现形式，能够协助教师建设学习网站，学
生的学习态度十分积极。在课堂作品展示中，学生能
够针对本组完成的作品展开讲解。该阶段对于学生的
发展至关重要，是学生培养问题意识、锻炼探寻问题
点能力、培养合作学习意识的重要时期。学生能否顺
利渡过该阶段，并逐步习惯应用学习空间展开学习，
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能够开展持续的基于网络学习空间
的教学实践。假如教师的教改实践止步于尝试应用阶
段，学生就无法度过“愉悦适用期”，同样也会影响
到教师的发展停滞在“初试锋芒期”。

学生在18周以上，即一个学期的网络学习
空间的学习之后，逐步进入“反思交流期”，此
时的学生开始关注“哪个小组作品最好？”等评
价问题，反映出学生开始反思自己的学习，并能
够进行空间评价与交流。该阶段学生学习态度积
极，在课堂作品展示中不仅可以介绍本组作品，
而且能够清晰地讲解小组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思
路和实施过程，并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本组和其它
组学习活动的改进建议。

(二)针对学生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的指
导策略

不仅仅是教师需要逐步熟悉网络学习空间支持
下的教学，学生对全新的学习方式也有一个逐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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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过程。根据学生心理发展四阶段的不同特征，
每个阶段针对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相应的指导策略。
各个阶段的策略不是绝对和专属的，有些策略在多
个阶段具有通用性。

1.兴趣萌发期指导策略
(1)问题主导、技术辅助
初次接触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心理充满了新奇

感，更多关注“如何在空间注册？”“到哪儿去找
学习资源？”等浅表性问题，此时的教学策略应该
是利用技术提供问题支架，而不是直接抛出问题，
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弱化空间技术的学习，做到
“问题主导、技术辅助”。使学生能够围绕问题展
开思考，为了发现问题或理解问题而使用技术。

(2)方法展示、统一注册
由于各个学校的信息化教学条件不同，针对一

些学校不能保证每位学生拥有一台计算机的实际情
况，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帮助学生快速渡过兴趣萌
发期，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展示学生注册的方法和流
程，然后帮助学生统一注册，为学生分配账号，帮
助学生登录空间学习。

2.浅表尝试期指导策略
(1)布置任务、丰富资料
在浅表尝试期主要培养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

展学习活动的良好习惯，教师可以布置一些简单的任
务，让学生查找资料，并上传至空间共享，以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使学生尽快熟悉网络学习空间。

(2)合理分组、角色分配
根据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强弱，男女搭配合理

分组，同时兼顾学生家庭的信息化环境(是否有计
算机、是否能连接网络等)。实践证明，给予学生
明确的角色分配可以有效防止推诿、躲避的现象，
促使每一位学生都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去[4]。

3.愉悦适用期指导策略
(1)邀请学生共建网站
学生逐渐熟悉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方式之

后，需要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此时可
以邀请每组学生协助教师建设网站。在学生的个人
空间中可以点击“我协助建设的网站”即可进入相
关主题的网站建设。该阶段可赋予学生更多的网站
修改权限，增加学生的责任感。

(2)提供互评指导
教师为学生提供生生互评的相关指导，如提供

小组成员互评表，以促使学生主动思考；也可利用
网络学习空间的投票功能，展开随堂投票，课堂实
时生成量化评价数据。投票可在课内或课外，投票
完成后网络学习空间将自动统计每组得票数。

教师在学生逐步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
的过程中，指导学生展开互评，也是培养学生问题解
决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评价其他同学的过程是
逐步熟悉“学习空间”，反思自身学习的重要过程。

4.反思交流期指导策略
(1)科学评价、共同反思
教师和学生一起评价小组完成的作品(可赋予不

同的权重)，有利于引导学生反思，教会学生合理、
科学地展开评价活动。同时，利用网络学习空间的记
录功能再现每组学生的评价过程，展开针对评价过程
的评价活动，利于师生共同反思教与学的过程。

(2)鼓励成果形式多样化
该时期教师要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到反思自己学

习活动的过程中来，使学生能够改进本组学习中解
决问题的方案，引发学生思考“小组的成果怎样呈
现才能使其他同学更容易理解？”这一问题，引导
和鼓励小组以多种形式呈现成果。

上述四个阶段的指导策略针对不同的学生应
灵活应用，同时还应结合网络学习空间教学应用
策略[5]，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展开分析，以便更好地
帮助学生开展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

(三)影响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因
素分析

在两轮迭代研究中，笔者对参与教学实验的学生
进行了观察和访谈，观察包括校内观察和网络学习空
间观察，校内观察又细分为课堂观察和测试观察，课
堂主要指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教学的观摩课，测试
是指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PISA测试；访谈包括校内面
对面交谈和QQ网络深度访谈。通过对观察和访谈的
内容分析，发现影响学生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的
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6](如图2所示)。

1.教师
教师作为核心因素，在辅助学生基于网络学习

空间开展学习活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当教师坚持不懈地在一个
学期中实施多轮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学应用时，才能

环境

伙伴

家长

资源

教师

图2  影响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学习的因素关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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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引发学生的心理发展，逐步构建起问题解决的
逻辑思维，完成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知识建构。教师
自身对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实施教学也有一个适应的
过程，同样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在心理和专业两个
方面得到逐步发展。从图3可以看出教师的因素对
其他因素均有影响，是环境、家长、伙伴和资源等
因素互联、互通的桥梁。

2.环境
环境是指教与学的环境，是制约学生在网络学

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学校环境和家
庭环境两个方面。良好的学校信息化环境是应用网络
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的基本保障，家庭网络环境是
保证学生有效开展校外学习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访
谈中有些学生虽然自家电脑没有联网，但能够发挥主
观能动性，克服困难。这些学生反映，他们在自家电
脑上制作作品，在亲戚家或邻居家上网下载资源和上
传作品或者在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实验课来登录网络学
习空间学习。“环境”因素通过“教师”因素与“家
长”“资源”“伙伴”等因素相连接。

3.家长
家长是开展家校协同教育的主要力量，不仅决

定了家庭的信息化环境，而且家长的意识和对教师
实施教学改革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家校协同教育的
质量，并能通过学生的行为表现出来。实践证明，
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及时沟通是十分必要的，两轮实
验中设计发放的《致家长的一封信》发挥了良好的
沟通作用。家长学历、意识、职业等因素与家庭的
信息化环境密切相关，学生问卷数据统计显示，家
长的学历水平，尤其是父亲的学历水平与家庭计算
机的拥有量显著相关(如表2所示)。

表2  学生家庭拥有电脑量相关性统计

父亲
学历水平 学习软件 手机 电视机 汽车

家庭
电脑
数量

Pearson相关性 .322* .388** .437** .365* .370*

显著性(双侧) .031 .008 .003 .014 .012

N 41 41 41 41 41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下同。

对A校的八年级甲班学生家长的职业做频次
统计，显示家长中34.8%为个体户，13%是工人，
10.9%是会计，2.2%是教师，19.6%是销售人员，
4.3%是医生，2.2%是职员。其中，58.7%的家庭无
法联网，41.3%的家庭具有网络环境，因此，该校
样本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无法在家里登录网络学习空
间开展学习活动。在学生访谈中也了解到只有少数
学生反映能经常上网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一些教
师也反映该校学生家长的职业以个体户居多，这与

学校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A校地处于L市最大的
服装批发市场旁边)，表2反映出一个家庭中的学习软
件、手机、电视机以及汽车的拥有量与电脑的拥有量
成正相关。同时，数据显示上述家庭中汽车的拥有量
很高，只有2.2%的家庭没有汽车，说明影响家庭信息
化环境建设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经济条件，而与家长的
学识、态度息息相关。学历越高的家长越容易为孩子
创设家庭的信息化学习环境。针对A校的实际情况，
需要教师及时和家长沟通，在第二轮迭代研究中，
《致家长的一封信》为开展家校协同教育提供了很好
的范例，教师通过一封亲笔签名的信件与家长保持沟
通，(信件可以是纸质，也可以发送电子稿)给予家长
一定的思想指导，使其了解学生和教师实施的教与学
方式的变革活动，逐步重视和建设家庭的信息化学习
环境。通过信件沟通，逐步改变了部分家长对网络的
片面认识，同意孩子有计划的上网，甚至有些家长参
与到网络学习中来，与教师和孩子的学习伙伴展开交
流，提高了学生家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实现
家校协同教育奠定了基础。

4.资源
资源既指学生的学习资源，包括学校和家庭两个

方面的学习资源，又指教师的教学资源。资源是网络
学习中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基础，学习中资
源的建设者包括教师、学生和家长等，对A校，九年级
乙班学生的PISA前测做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学生PISA
测试成绩与家庭藏书量、电脑拥有量、字典的数量呈
现显著相关(如表3所示)。反映出家庭学习资源的拥有
状况对于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表3  A校PISA测试得分与家庭学习资源相关性统计(N=47)

家庭藏书 电脑 字典

PISA
测试得分

Pearson 相关性 .403* .334* .371*

显著性(双侧) .006 .025 .012

学习资源的建设可由教师、家长、学习伙伴共
同完成。教学资源主要靠教师筹备，网络学习空间
的学习过程可以储备教学资源，网络学习空间可以
记录学生和教师网络活动过程，记录学生参与的学
习活动，这些都将形成课堂“生成性材料”，成为
宝贵的教学资源。“资源”要素通过“教师”要素
与“环境”“伙伴”和“家长”等要素相联通，由
于网络环境中的“资源”浩如烟海，所以需要教师
做好前期的设计、指导与监控，给予一定的主题和
范围定向，防止学生在资源的海洋中迷航。在网络
学习空间学习中，教师要严把“资源”关，即使是
学生提供的资源，教师也要浏览和筛选，以保证资
源安全，提高资源与学习活动主题的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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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伙伴
学习伙伴是促进学生开展有意义学习的必备要

素之一，是形成学习共同体的重要结构，所谓“学习
共同体”即“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共同构成的团体，他
们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
系”[7]。师生网络交互活动是网络环境中构建学习共
同体的基础。网络学习空间具有为学生创设同步讨论
和异步讨论的功能，同步讨论区会以小圆桌的形式随
堂展开，小圆桌具有“去中心化”的作用，使每一位
参与讨论的学生都成为主体，防止出现“意见领袖”
的干扰。异步讨论区为学生课外讨论创造了条件，允
许交流双方不在同一时间交流。同步、异步讨论区均
支持学生自由发表见解，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会对其他
学习伙伴产生影响，不仅能够丰富、扩充知识，而且
提高了自己在学习和解决问题中的自我效能感[8]。班
杜拉认为“行为的出现不是由于随后的强化，而是由
于人认识了行为与强化之间的依赖关系后对下一步强
化的期望，这种“期望”除了结果期望外，还有一种
效能期望”[9]。俗语说：“艺高人胆大”其实就是具
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在学习伙伴间可以
互相感知和影响，是“艺高人”成功完成任务所必要
的心理素质。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中存在组内和组间的
伙伴关系，教师协助学生分组、分角色开展学习活
动，这有利于每位学生充分地参与学习过程。分小
组可以形成多个学习共同体，分角色有利于增强学
习者的“共同体意识”，利于学习伙伴之间开展充
分的合作性的问题解决活动。相关研究证明，学生
通过计算机展开交流与沟通，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和应用，并可加深学生的学习反思，提高学生
需要和对学习活动的自我意识[10]。因此，网络学习
空间为学习共同体的形成搭建了平台。

国际上诸多知名学者所构建的学习模式均凸显
了网络环境下学习伙伴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学习伙
伴之间协作学习、交流讨论、知识建构和反思的具
体环节。例如：Riel的“学习圈”模式[11]，Harris的
“远程协作课题”模式[12]，Bell & Davis设计的“知
识整合环境”[13]等等。

上述五要素是影响学生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开展
学习活动的主要因素，充分关注五要素并对五要素
合理设计有利于学生之间学习共同体的形成，有利
于零散的资源系统化，有利于形成教师、家长、学
生三方协同教学的良性教学结构。

(四)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学应用促进学生问题解
决逻辑思维发展分析

笔者所构建的“网络学习空间教学应用模
式——DPSC教学模式暗含着问题解决的过程，学
生在该模式指导下展开学习，可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逐步构建起问题解决的逻辑思维，这种逻辑思
维是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
础”[14]。当一名具备问题解决逻辑思维的学生遇到问
题时，能够快速地知道如何去解决，用什么方法解
决，并能有效预测解决问题的效果。两轮教学实验
结束后，参与实验的教师普遍反映，A校两个年级的
甲、乙班学生开展项目学习活动的思路要较其平行班
更加清晰、逻辑性更强。由此可见，学生问题解决逻
辑思维的养成得益于网络环境支持下的研究性学习。

图3展示了学生在网络学习空间环境下开展研
究性学习时问题解决逻辑思维的发展过程。

首先，学生会从诸多学习材料的分析中(教师
提供、学生搜集、网络学习空间分享)，逐步培养
问题意识，具备问题意识是理解问题的前提。然
后，带着问题意识分析制约问题解决的因素，在
诸因素中探寻“问题点”。必须明确的是，不是所
有的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都是问题点，此时学生应
重点思考哪些影响因素是可以解决并且是有价值
的，有可能解决并有相应价值的影响因素才是“问
题点”，在找到问题点后，学生要根据解决该问题
所需的知识，相互阐述自己的思考，分析问题点目
标。学生理解、辨别以及表述问题的能力将在“问
题点”的探寻过程中逐步提升。接下来，利用网络
学习空间构建师生、生生交流平台，促进师生互
动，讨论提出解决每个问题点切实可行的对策来解
决问题，此时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逐步成长。当
问题解决之后，要进一步反思制约因素和问题点，
查漏补缺，完善作品，学生问题解决之后的反思能
力在通过网络学习空间开展的交流活动中逐步形
成。最后，整理思路，总结交流经验，培养学生问
题解决方法的交流能力。学生遵循上述学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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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步建构起问题解决的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正是
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逻辑路线。

实践证明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
其逻辑思维能力会逐步加强，尤其是第二轮实验研究
中反映出，学生已经具备了对问题的分析、对解决问
题方法的设计、解决问题、反思问题解决方法、交流
解决方法修订方案的完整思路，一旦学生具备这种思
维，就具备了培养问题解决能力的“灵魂”，它可以
离开载体——网络学习空间教学应用模式而拓展延伸
至多种教学模式，并指导不同的教学模式开展培养学
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活动，取得殊途同归的效果。
因此，学生问题解决逻辑思维的建立是学生提升问题
解决能力的重中之重。

(五)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学应用促进学生知识建
构分析

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过程同时也是学
生认知发展，知识建构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家将
“问题解决”定义为一系列有目的指向性的认知
操作过程[15]。杜威等学者提出的在“做中学”正
是问题解决过程中知识的获得过程，反映出知识
一方面影响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问题解决也是
知识获得的一种途径。问题解决能力与知识的获
得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如图4所示，构成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的六种子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必然要有四
种知识的相辅相成即：元认知、基础知识、学科知
识和专业知识。知识要素和子能力要素共同构成了
学生问题解决过程中知识建构的要素。

问题解决是过程和手段，核心是知识的建构。根
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会
由外而内地影响学生知识的建构。问题解决的过程大
于问题解决本身，当学生解决学习活动中的问题时，
必须综合应用知识与经验并不断产生新的经验，吸收
新的知识。问题解决强调过程的效率，不只是要达成
目的，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更高效地达成目的。

皮亚杰认为图示是组织经验的一种心理结构，
是相关事件、物体和知识的思维单元，图示与知识
的获得关系紧密，学生原有的图示存在于元认知、

基础知识、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之中，当新的经
验(知识)能被融入已有图示时，知识学习中的同化
随即发生；当已有图示需要根据新的经验(知识)来
修改时，知识学习中的顺应随即发生[16]。培养学生
问题解决能力的六种子能力有利于元认知、基础知
识、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中图示的同化与顺应。每
一种子能力的培养都是对四种知识的综合应用，四
种知识的融合共同实现了知识的建构。因此，学生
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是学生知识的建构过程。

加拿大学者乔治·西蒙斯提出的联通主义认
为，学习不是一个人的活动，而是优化学习者的内
外网络。本研究所构建的网络学习空间教学应用模
式，实现了学生以个人、小组、班级为单位的网络
互联，超越了单纯对知识的记忆，通过精心设计的
模式环节为学习者提供了明确的学习节点。网络学
习空间真正实现了“学习空间人人通”，为学生学
习创设了流畅的信息通道、灵活自由的学习平台、
开放的网络环境，为学生获取知识提供了广阔的来
源，这正是联通主义所提倡的保持知识的流通对于
网络环境下学习的重要性。保持持续的学习能力和
拥有获取知识的通道远比掌握知识更重要。

因此，在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研究性学习中学
生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学生知识建构的过程，是学
科目标与能力目标双重达成的过程。

上述三个问题，即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
展学习活动的心理发展阶段及特征、学生问题解决
逻辑思维的发展以及学生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知识建
构，既为我们呈现了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形成过程中
五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为我们勾画出了学生问题
解决能力形成的三棱锥稳定结构。如图5所示。

X轴代表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时持
续的心理发展；Y轴代表学生问题解决逻辑思维的
形成过程；Z轴代表学生问题解决过程中知识的建
构过程。X、Y、Z共同构成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发展
的立体框架。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
时间与过程，X、Y、Z的发展是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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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中知识建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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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三棱锥动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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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学习过程中三维同步发展，共
同形成学生问题解决能力，能力一旦形成便具有了
三棱锥体的稳定结构，不同学生形成的三棱锥体大
小不同，代表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差异。同时，随
着学生的心理、逻辑思维以及知识的不断发展，自
身的三棱锥体会不断地扩充，呈现出动态的发展趋
势，同时也表征着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不断提升。

三、结语

“一生一空间、生生有特色”是新时期学生基于
网络学习空间有效开展学习活动的基本指针，是学生
全面实践“互联网+”环境下学习方式变革的基础。
因此，以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为突破口，将网络学
习空间应用于日常教学之中，关注网络学习空间环境
下学生心理的发展、逻辑思维的养成以及学科知识的
习得，必将推进网络学习空间的常态化教学应用，以
实现学科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培养的同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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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pace: the Practice Reflection about on Depth Reform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under the “all-Connected Project in Learning Cyberspace” (5)
Yang Bin, Nie Zhuming, Tao Jia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yberspace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the goal that every student has a space has 
been basically realized, while the aim that each student’s spac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practice in 
the future. While subject teaching and Learning Cyberspace are gradually integrate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learning under the Learning Cyberspace environment. Through two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ment, 
this study observed and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Cyberspace 
environment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to carry out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Learning Cyber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student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log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guidance strategy of students’ learning based on the Learning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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