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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周红军　校长

主持人简介

周红军，男，汉族，本科学

历，中共党员，历任湘潭市二

中教务处主任，湘潭市十六中

副校长、书记，现任湘潭市第

十二中学校长。湖南省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工具研制专家，

湖南省特岗教师招聘面试专

家，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中小

学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多

次参加湘潭市中考语文命题

工作，曾获得“湘潭市教师管

理工作先进个人”“湘潭市合

格学校创建工作先进个人”

“湘潭市优秀校级干部”，撰写

论文多次获省市奖励。任十二中校长两年多来，提出“尊重生

命个性，倡导鲜活教育，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办学理念，积极研

发和开设了多门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校本课程，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三湘都市报》《湘潭电视台》《湘潭晚报》

等省市媒体先后对学校办学特色进行了报道。

主持人寄语

宋代著名的教育学家朱熹说：“圣贤施教，各

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教育必须坚持立德

树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

需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变革中，课程文化建设地成为

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突破口。湘潭市十二中

秉承“尊重生命个性，构建鲜活教育，为学生健康

成长服务”的办学理念，积极研发和实施素质教育

校本课程，营造适合每一个学生成长的育人环境，

开发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自由

选择，自主学习，自主发展，逐步形成了“开放自主

创新，多元优质学习，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办

学特色。坚持课改谋发展，不拘一格育人才。让

每一株小草都能点缀大地，让每一朵鲜花都能绽

放美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多姿多彩的生活，

体验自由探索的精神，拥有自信，拥有梦想，拥有

未来，是全体十二中老师孜孜不倦的追求，当一如

既往上下求索，一路艰辛，一路花香。

虚拟学习社区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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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虚拟学习社区给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使教育面临着巨大挑战。
因此，对虚拟学习社区的研究，对于人们更好地利用它来创新教育、改造学习是非常必要的。从虚拟学习社区的构成要

素及其特征入手展开分析和探讨，对于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运用、构建虚拟学习社区颇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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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不仅引起了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也对教育
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教育教学方式有了革命式变

化。特别是虚拟学习社区的形成与发展，使优质教育不

再封闭于校园，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也不再受地域空

间的限制，虚拟学习社区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是分布式的，

人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任何时间，通过网络参与

学习，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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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虚拟学习社区的构成要素
虚拟学习社区（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基于各

种不同的远程通讯工具和多媒体的结合而建立起来

的［１］。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１．１　硬件平台
硬件平台也称为物质环境，由各种物理的要素所构

成的一种有形的“硬环境”，是虚拟学习社区有效运行的

物质基础，可分为“天网”“地网”两大系统，并采用这两大

系统紧密结合的运行方式来实现其整体功能。其中地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局域网）是虚拟学习硬环境的构成重点，主要
由接入模块、交换模块、服务器模块等构成，发挥教育资

源储存与共享、信息资源传输与交流、网上学习服务与对

话、学习成果收集与反馈等作用。常见的有Ｗｅｂ服务器、
Ｆｔｐ服务器、ｅ－Ｍａｉｌ服务器、ＤＮＳ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等［２］。天网主要由地面卫星接收系统和卫星接收机组

成，其主要功效是确保及时接收某波段的视频课程信号，

并保证视频信号质量稳定，使学习者能够以多种方式随

时随地访问虚拟教育教学资源，从而达到学习的目的［３］。

１．２　软件平台
软件平台主要包括管理平台、调控机制、交互平台三

个组成部分。

１．２．１　管理平台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管理平台涉及学习资源管理、用

户权限管理、学习档案管理及系统的调适。

１）学习资源管理。在虚拟学习社区中，因学习者的
学习需求和年龄差别较大，所以学习资源的设计与管理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包括：一是学习资源的设计与

管理。针对不同的学习者，应设计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的教学材料，并要求教学内容能理论联系实际，重点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学习目标的设计

与管理。首先要明确学习的总体目标，即学习者将要达

到的结果或标准。其次要分解目标，使学习的总体目标

进一步细化、量化、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

此外，还需针对不同学习者的具体情况，确定最合适的学

习策略。三是媒体的选择与运用。在虚拟学习社区中进

行学习，各种资源都是通过一定的媒体传输给学习者的。

在这种学习环境中对各种媒体的整合与合理利用有着较

高的要求，应力求让学习者感觉置身于一个虚拟的真实

情境中。

２）用户权限管理。虚拟学习作为一种有组织、有秩
序的学习方式，对所有学习者及其资源都实行统一的管

理。在这种学习环境中，成员均必须注册，每个注册用户

的详细信息都存储在服务器端的地址簿（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ｏｏｋ）
中，包括用户名和网络密码以及学习者的个人资料。系

统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管理员可以通过该工具，确定每

个成员身份并设置其访问权限。群体的管理模式对大量

用户的管理来说尤其方便。

３）学习成绩管理。学习成绩管理系统不仅能对学习

者成长过程中的成绩进行记录，还能够对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取得的成绩做出分析。做到集中管

理学习成绩、评价作品等，从而可以帮助学习者组织、监

控和评估自己的学习，形成对自我的全面了解。

４）系统的调适。学习环境的设计与使用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形成性的评价和总结性的评价及反馈能够促进

学习社区的可操作性、适应性和合理性；同时又保持了学

习社区静态设计的完善性和学习过程的动态性、一致性。

系统的动态调适使学习社区趋向更加健康和合理。

１．２．２　调控机制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调控机制主要包括时间调控机

制、行为调控机制、激励机制以及减压／增压机制等。一
是时间控制机制主要通过设定时间限制（如超时扣分、到

达设定时间自动关闭学习系统等），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

率。二是行为控制机制主要通过设计学习进度、安排学

习顺序、规范学习行为等来管理学习者的学习节奏，促使

学习者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学习者未通过 Ａ知识点
的学习，就不能擅自学习 Ｂ知识点；测试结果提交之前，
学习者不能翻看参考答案；学习者不能发布与学习内容

无关的信息等。三是激励机制。激励机制通过运用一些

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法和手段（如暗示、鼓励、提问、对话、

反馈、及时强化等）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促使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保持高昂的激情与积极主动的参与性、

互动性，从而确保学习的可持续性、发展性。四是减压／
增压机制。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适度的压力对激发学习

者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非

常有益而且必要的，然而非正常的压力（过重或过轻）则

会挫伤学习者的积极性，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对虚拟学习而言，有时甚至会导致学习者的学习与交互

对话半途而废，因而引入压力机制，化解虚拟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不必要的压力，增强学习过程中的竞争意识尤显

必要。

１．２．３　交互平台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交互平台主要包括交互主体、交

互形式、支持系统等。一是交互主体是指虚拟学习社区

中的“人物”，包括学习者、指导者、伙伴、助手等，可以划

分为真实成员和虚拟成员两种角色类型，其中学习者是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学习主体，为真实成员角色；指导者、

伙伴、助手为虚拟成员角色。虚拟指导者为学习者提供

指导和服务，也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引领和组织协调；伙

伴亦即学习者虚拟交流对话中的“同学”，它跟学习者是

平等的、互助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让学习者摆

脱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沮丧。助手可以看

作是学习者和伙伴的“秘书”，它负责收集学习信息，记录

学习活动，存储学习档案，提供多种服务，如邮件服务、在

线词典、联系同学等。二是交互形式。在虚拟学习社区

中使用的交互形式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主要

包括网上讨论形式（ＢＢＳ）、网上博客形式（Ｂｌｏｇ）、站内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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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Ｍｅｓｓａｇｅ）发布、维客（Ｗｉｋｉ）、ＱＱ群、微信等，除此之
外，虚拟学习社区中的交互形式还有主体的交互活动，如

虚拟指导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引导、适时提醒、互相帮

助、互相竞争以及对话交流等。三是支持系统。虚拟学

习社区中的学习支持系统主要包括认知工具系统和智能

指导系统。其中认知工具系统能够支持、引导和扩展学

习者的思维活动，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智能指导系统

可以帮助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分享学习资源，选择学习

伙伴，调适学习方法，取得优异的学习成效。

２　虚拟学习社区的特征
虚拟学习社区体现了建构主义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基

本理念，业已成为另一种主流学习方式。在这种环境中

学习，能给学习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习者的多种

感官被调动起来，参与到对学习对象的感知、记忆与理解

当中去，因而有利于学习者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

分析起来，虚拟学习社区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虚拟而真实的情境性

虚拟学习社区中，信息资源非常丰富，在多种技术的

支持下，合理利用各种媒体，能为学习者创设一个虚拟的

真实情境。学习者进入到这种虚拟而真实的情境中，不

仅能有逼真的感受，而且能在其中进行各种活动，如可以

触摸物体、可以驾驶虚拟的车穿过虚拟的大街小巷等，让

学习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４］。

第二，师生角色的互换性

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教学

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灌输者和

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教学方式一般是采用单向的满

堂灌，学生只是机械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处于被动地

位。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虚拟学习社区中，教师和学习者

的角色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教师由教学的主导者、知

识的灌输者转变为教学交互的组织者、教学的设计者和

学生学习的协作者。学习者则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

为主动意义建构者。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景，

提出问题，然后由学习者分析问题，进行自主探究，寻求

解决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这里的教师不仅指教学的

主讲人员，还包括虚拟教师、智能学习系统等。教师的任

务不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他必须对学习者学习的整个

过程进行监控，在适当的时候给学习者提示或提供帮助。

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更好地

培养。

第三，课程资源的预设性

为了更好地呈现知识，使它适用于不同的学习者，虚

拟学习社区中的课程资源需要预先设计好（如设计学习

导航、设计内容结构等）、预先规划好（规划学习目标、规

划发展方向等），所以虚拟学习社区具有预设性的特点。

所谓虚拟学习社区的预设性是指网络虚拟课程资源的构

建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前瞻性和预期性，它是资源开发者

精心设计的教学环境，而非盲目、非自发的环境，它有利

于不同层次的学习者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第四，教学资源的共享性

虚拟学习社区的实质是通过对课程信息资源的网络

传输、分享来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它一般通过提供聊

天室、ＢＢＳ等交流环境，运用协作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
习、自主学习等方法，培养学生获取教学资源、分析教学

资源以及建构或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的能力。如目前人们

正在积极探索并尝试运用的“专递课堂”、空间教学、云眼

实景教学、３Ｇ实景课堂、微信课堂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特性，为学生独立自主地学

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五，超越时空的限制性

传统的学习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上是狭小的，

学生必需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对特定的内容进行

学习。而在虚拟学习中信息的传递不再受时空限制，学

习者可以依据个人实际情况来安排学习的时间和地点。

虚拟学习社区为适应学习者的不同需要，在多个时间段

设置了同一个教学内容的课程。只要学习者愿意，并且

条件允许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主地选择学习

内容，安排学习进度，这有利于学习者追求个别化学习与

个性化服务，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当然，就目前而言，虚拟学习社区的建构与运用还处

于积极发展阶段，尽管它的功能不够齐全、结构不够完

善，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缺陷，然而作为新生事物，

虚拟学习社区一面世就展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

推动着教学环境向人文化、智能化、自主化、沉浸化的方

向发展［５］。所以，有理由相信，虚拟学习社区注定要成为

现代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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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刘下勇，钱焕延，应安明．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多媒体教学
系统结构［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ｌｚｓｔｕ．ｃｏｍ／Ｈｔｍｌ／
ｊｓｊｗｌ／２００６０３１２００２４２４９００．ｈｔｍｌ．

［３］张　毅，梁　兵．基于网络环境下现代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平台的设计与实现［Ｊ］．现代远距离教育，２００４
（６）：５６－５７．

［４］罗绮霞．虚拟现实技术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创设
［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９（２）：２．

［５］程　军．网络化虚拟学习环境研究［Ｊ］．计算机与网
络，２００２（８）：４９－５０，５２．

（责任校对　晏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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