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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际协作学习被认为是提升教育质量和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校际协作学

习活动设计是校际协作学习开展的核心，目前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指导。校际

协作环境下的资源共享增加了学习者认知的广度，但在认知深度方面作用不力。因此，文章从促进深

度学习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质性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采用 “现状分析→理论建构→区域检

验→反馈完善”的技术路线，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

论框架，并介绍了省域内高校间协作的研究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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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collegia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tercollegia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design is the core of the network intercollegia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t present，intercollegia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lack of system in－depth theoretical guidance. Ｒesource sha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colle-
giate collaboration enlarges the learners＇ cognitive scope，but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depth is poor. Therefore，

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deep learning，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qualita-
tiv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technical route of " status analysis→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regional inspection→feedback improvement" to build the theory frame and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cases of
intercollegiate collaboration in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deep learning of activities＇ design in inter-
collegia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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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校际协作学习是指利用互联网开展校际共同

主题学习活动，并关注在不同学校间学习的差异

性，相互利用这一差异开展学习，以此加深学生

对知识的深化理解［1］。我国校际协作学习主要

依托项目开展，普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并积累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2］。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研

究，校际协作环境下的资源共享增加了学习者认

知的广度，但在认知深度方面作用不力。校际协

作学习活动设计是校际协作学习开展的核心，目

前我国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缺乏系统深入的理

论指导，还处于经验性探索阶段，具有局限性和

不确定性［3］。笔者认为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和实践方法是促

进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和

普及化最为紧迫的课题。因此，本研究从促进深

度学习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质性分析等多

种研究方法，采用 “现状分析→理论建构→区

域检验→反馈完善”的技术路线，在前期研究

基础上，构建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

设计理论框架，并开展省域内高校间协作的个案

研究。

二、现状分析

笔者于 2012 年上半年参与了由教育部中央

电化教育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 2009 年 5 月

启动的大型校际协作学习项目———技术启迪智慧

项目的调研评估工作［4］，并于 2014 年对国内结

成校际协作学习联盟并开展多年校际协作学习活

动的部分高校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上述调

研得知，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开展使参与活动的

师生普遍受益，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教师们

指出在参与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活动的

设计最为关键、也最困难。通常是具有协作伙伴

关系的教师依据自己的教学经验远程商议活动主

题之后开展，缺乏关于活动设计方面系统深入的

理论指导。
现有研究文献中，对于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

计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校际

协作学习活动设计原则，如差异性、贡献性、吸

引性、协作性等［5］;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方

法与策 略 方 面 的 研 究，比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如 陈

丽［6］教授提出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应考虑

的目标策略、内容策略、小组管理策略、协作策

略、数据收集策略、数据加工策略、产品策略和

评价策略; 徐晓东［7］教授概括出的基于区域间

差异、基于异文化差异和基于世代间差异的三种

基于差异的学习策略。上述关于校际协作学习活

动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

鉴。同时，现有文献中对于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

计方法和策略方面的研究通常同时提及，但主要

侧重于策略方面的探讨，缺乏可重用、可共享的

活动设计方法的研究。

三、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

理论框架构建

基于上述对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相关研究

的焦点分析，本研究试图从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

的视角构建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框架。已

有研究成果表明，在学习活动设计的研究中，学

习活动目标和环境是学习活动设计中影响力最

高、最为关键的要素［8］。因此，校际协作学习

活动设计需要考虑的要素是: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

目标、活动组织模式和活动环境。本研究中校际

协作学习活动目标是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活动

组织模式依据活动设计的流程来选择，活动环境

则主要是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技术支持环境和校际

协作学习共同体文化环境，即硬环境和软环境的

结合。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与影响要素之间的

关系主要体现为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效果。因

此，本研究将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方法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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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论和效果论作为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

理论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
笔者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以及活动理

论、混合学习理论、协同学习理论和在线学习共

同体理论的支撑，初步构建了以促进深度学习为

目标，以校际资源共建共享为途径，由方法论、
模式论、环境论和效果论为基本架构的、促进深

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框架 ( 见

图 1) 。

图 1 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框架

( 一) 方法论

方法论主要探究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方

法，有利于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的结构化、规

范化和系统化。在文献研究中得知，校际协作学

习活动设计方法的相关研究很少，因此，笔者认

为应该从其上位概念———网络学习活动设计方法

的相关研究中寻求启发。Sandy Britain［9］指出在

线学习活动设计核心思想是在 e－learning 环境下

提高学习活动的有效性和多样性。杨开城［10］认

为学习活动设计是对不同类型学习活动成分的设

计。因此，有效的学习活动需要精心的设计，学

习活动设计应该是可重用和可共享的，而学习活

动设计模型的建立使之成为可能［11］。
国外较有影响力的网络学习活动设计模型有

Dialog PLUS 活动设计模型和 IMS 学习设计规范;

国内较有影响力的网络学习活动设计方法有杨开

城提出的多层学习活动设计模型和杨卉提出的教

师网络研修活动系统设计方法。上述国内外网络

学习活动设计方法为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校际

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因此，本研究将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中完成一个

或多个任务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看作一个活动系

统，也是活动的设计单位。一个校际协作学习活

动可由多个层次的活动流组成，同时，活动本身

又由若干个相互关联的活动要素组成。
( 二) 模式论

模式论的主要内容是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组

织模式。南国农教授主编的 《教育传播学》一

书中将模式定义为: “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

简化形式”［12］。钟志贤［13］教授认为，模式是依

据一定的理论基础表征现实活动和过程的一种模

型或形式。以上两种关于模式的定义都认为模式

是处于理论和实践经验之间的中介，是沟通理论

与实践的桥梁。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模式是校际协

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
目前在基础教育领域应用比较多的有共同协

作建构模式和差异化建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共

同特点是校际协作学习活动以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主体、知识协同建构为主线［14］。有学者依据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中交互协作层面不同，将校际

协作学习活动模式分为个体协作模式、团队协作

模式和集体协作模式。个体协作模式的特点是校

际协作学习共同体成员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共同协

作建构知识，团队协作模式的特点是校际协作学

习共同体成员在协作完成任务过程中易增进感情

和增强创新意识，集体协作模式的特点是校际协

作学习共同体成员在集体交流讨论过程中相互影

响和促进，通过校际协作学习活动实践，三种模

式能够从不同层面促进校际资源共建共享和学习

者深度学习［15］。
( 三) 环境论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环境是校际协作学习活动

开展的基础。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环境主要由校

际协作学习共同体文化环境和校际协作学习网络

支撑环境构成［16］。高等教育领域比较典型的校

际协作学习共同体有 ILET 教育技术领导力项目、
Globaled conference 全球会议项目、CSILE 计算

机支持的目的性学习环境项目、两岸三地校际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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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团队项目、基于开放共享课程的校际协作学习

共同体等。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的创建与培育是

实现各学校课程资源高效整合与创新性应用的有

效途径。
校际协作学习的网络支撑环境，依据网络协

作功能的差异主要分为基于 BBS 的校际网络学

习环境，协作导向型的网络学习平台，远程合作

型的专用网络平台，社会性软件网络学习平台，

开放共享课程的学习交流平台和综合型校际协作

学习平台。以上网络平台中，除社会性软件网络

平台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之外，其他网络平台都需

要自行开发或者购买。本研究将从低投入原则出

发，致力于以免费的、新的社会性软件为技术支

撑创建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给予校际协作学习

活动有效的支持。
( 四) 效果论

全面科学的效果评价是校际协作学习活动开

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改进

的依据［17］。对于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效果评价方

面，目前还检索不到完整成熟的方式。现有研究

文献中提到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评价方式，主

要依据校际协作学习活动产出的成果、网上协作

交互的深度以及活动的实施对学习者情感态度、
行为和能力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多元评量，这些评

量维度也潜在地体现了深度学习的主旨。
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效果主

要通过对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目标，即促进深度

学习这一指标的制定和质量来保证。通过网络交

互内容深度编码表可知，学习者的网络交互内容

深度属于浅层学习范畴的由低到高依次为: 简单

回应或评论、基本说明和独立陈述子类; 属于深

度学习范畴的由低到高依次为: 归纳整合、分析

质疑、深入思考和内化迁移子类［18－19］。校际协

作学习也是基于网络环境的，其活动效果可参照

网络交互内容深度编码表和相应的方法进行评

价。

四、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

个案研究

笔者基于学校层次和文化背景差异，在甘肃

省域内，通过主动联系任课教师、任课教师自愿

带领学生参与的方式最终确定了研究对象。本研

究中参加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高校为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文理学院。

( 一)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

笔者按照本研究前期构建的理论框架———方

法论的指导对三所高校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进行

设计。三所高校均有一个班级在 2016—2017 学

年秋季学期开设多媒体课件制作课程，三位任课

教师通过协商将活动主题定为 “多媒体课件展

示投票活动”，即各协作校教师 ( 或助学者) 协

商多媒体课件的主题与制作要求，校际协作学习

共同体成员在本班内自由组队，分工协作完成作

品，并上传至校际协作学习平台展示，然后开展

在线投票并反思收获与不足。活动流程如图 2 所

示。该活动的目标是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成员在

协作完成多媒体课件及对不同风格课件的观看中

发现差距、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在

此过程中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

图 2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流程设计

( 二)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组织模式

依据上述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及活动的特

点，本研究选择前期构建的理论框架———模式论

中的团队协作模式组织校际协作学习活动。团队

协作模式指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成员以团队或小

组方式参与校际协作学习平台上的在线互动交流

活动，具体如图 3 所示。该模式的基本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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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团队或小组针对学习主题 ( 任务) 协作

完成作品并在校际协作学习平台发布; ( 2) 各

小组之间相互观看、学习，分析作品差异，并评

价与反思。

图 3 团队协作模式

( 三)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环境

本研究前期构建的理论框架———环境论中指

出，校际协作学习活动的环境主要由校际协作学

习共同体文化环境和校际协作学习网络支撑环境

构成。通过前期文献研究中对各种校际协作学习

平台的分析，并从低投入原则出发，考虑到社会

性软件是免费的，且新的社会性软件能够满足多

种网络活动的物质需要，搭建各种学习活动支持

环境，促进成员间深度互动和知识共享及转换

等［20］，因此，本研究的校际协作学习网络支撑

环境是社会性软件———微信平台，该平台能够实

现在线讨论、在线答疑、互助答疑、作业互评、
资源共享、展示投票等多种在线学习活动，对于

上传的文字、图像、音频和微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可以直接浏览、观看或收听。参与校际协作学习

活动的三所高校师生共 126 人均已关注课程微信

公众号，并全员参与了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本研

究的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文化环境指相互协作的

三所高校的学生在微信公众平台形成的学习组

织。
( 四)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效果

参照本研究前期构建的理论框架———效果论

中网络交互内容深度编码表，并运用 CMC ( 以

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 内容分析法分析帖子的

交互质量，确定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的交互内容

深度，学习者的网络交互内容深度属于浅层学习

范 畴 的 由 低 到 高 依 次 为: 简 单 回 应 或 评 论

( S1) 、基 本 说 明 ( S2 ) 和 独 立 陈 述 ( S3 ) 子

类; 属于深度学习范畴的由低到高依次为: 归纳

整合 ( D1) 、分析质疑 ( D2) 、深入思考 ( D3)

和内化迁移 ( D4) 子类。通过逐条分析校际协

作学习共同体成员发表的交流贴和反思日志共

1 497条，其交互内容深度分布状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校际协作学习共同体交互内容深度直方图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仅有 18. 17% ( 272 条)

的帖子属于浅层学习范畴。其中有 71 条属于简

单回应或评论，主要是对上传的小组课件表示

“赞”或者转发; 有 85 条属于基本说明，帖子

内容主要是在协作小组内交流时简要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或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进行表态，如:

“这个想法不错” “同意你的观点” “我可以完

成”等; 有 116 条帖子属于独立陈述，主要表

达在小组交流中对某学习者的设计方案表示赞

同，并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该活动 中 深 度 学 习 范 畴 的 帖 子 占 81. 83%

( 1 225 条) ，其中有 172 条帖子属于归纳整合。
从帖子内容可以看出学习者对本小组内不同设计

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或

者将本小组的课件作品与其他小组的课件作品做

简单对比和分析; 有 296 条帖子属于分析质疑，

体现学习者能深入思考课件的主题以及要展示的

主旨内容，并进行分析和探讨; 有 430 条帖子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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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入思考，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或通过

查找相关资料，提出具体的课件设计思路和建

议; 有 327 条帖子属于内化迁移，学习者通过发

表反思日志来表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所产生的

想法和观点，并将观点迁移到学习和生活实践

中。

五、结语

本研究从促进深度学习视角出发，基于国内

外研究成果分析以及活动理论、混合学习理论、
协同学习理论和在线学习共同体理论的支撑，构

建了以促进深度学习为目标，以校际资源共建共

享为途径，由方法论、模式论、环境论和效果论

为基本架构的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

设计理论框架，并开展了省域内高校间协作的个

案研究。研究表明，在该理论框架指导下设计、
实施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能够促进学习者深度学

习，实现校际资源的共建共享。另外，本研究开

展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是结合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的，以微信为网络支撑平台，可融入日常教学，

主要在课余时间进行，能使学生借助智能手机和

微信走出自己的校园，通过校际间资源共享增长

见识，发现差距，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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