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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网络学习日益成为教师获取知识与提升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 在网络学习过程中,教师会围绕

社交网络平台自发形成网络学习共同体。 以 QQ 群平台为基础生成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具有自组织的独特

优势。 本研究首先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进行统计分析,并探究开放性、远离平衡

态、非线性相互作用、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对学习共同体的潜在影响,发现 QQ 群组织架构满足自组织系统产生条

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共同体演化趋优;其次,基于社会化网络分析方法,对 QQ 群聊天记录文本进行了

数据挖掘,分析了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基本网络属性,图解了其历时规律性。 研究发现,基于 QQ 群

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在社会网络的密度、互惠性等方面,较之其他社交网络平台具有其独特性,同时历时分析数据

显示,学习共同体的活跃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受制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 文章最后针对以 QQ 群为基础建立

的教师学习共同体运行现状及面临问题,提出了促进其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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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摇 摇 信息技术发展加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为教师

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教师专业发展除了要靠

国家及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教师不断自主

学习加以提升。 基于网络的学习共同体为教师自主

学习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践场域,为教师个体学习

与教师群体性合作学习提供了学习支持。 教师网络

学习共同体按照其组织形式可分为自组织与他组织

(被组织)两种形式(黄伟,2011)。 前者多是教师围

绕感兴趣的话题,通过论坛、博客、QQ 群等平台自

发组织形成;后者多为教育部门为提高教师专业技

能而提供网络培训时组建。 两种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对教师专业发展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从运行机制

看,他组织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追求短平快的培

训效果,可以在短时间更新教师学习理念,提高教师

专业技能;而自组织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更符合组织

演化的过程,易生成有结构的生态系统(和学仁等,
2013)。 不仅如此,这种教师“自组织冶型网络学习

共同体,在凝聚学习者兴趣与参与度上有独特优势。
然而,从系统实用角度看,由于缺乏框架性的意图引

导和通盘考虑,“自组织冶系统的自发式调整、演化

往往在远离平衡态之时就已经瓦解或消亡(胡小

勇,2009)。 因此,了解这种学习共同体的运行现

状,考察其运行过程中展现的自组织特征,监测其生

态过程,不仅可以进一步分析其交互过程与交互特

征,还可以为发现影响其组织、创生、演进的制约因

素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支持;同时,对于适时施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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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措施引导其完成学习共同体的进化与超越,促进

教师自主学习与专业发展都有积极效用。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 QQ 群聊记录进行数据挖掘与统计分

析,着重探讨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自组

织特征、历时演化规律以及运行现状。

二、教师学习共同体研究现状

摇 摇 “共同体冶一词来源于社会学,是指根据地域性

和共同性而集结起来的社会集团,引入到教育领域

后形成了“学习共同体冶概念。 学习共同体是指由

学习者、教师和专家等组成的,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

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

成一定学习任务的学习团体 (组织) (胡小勇,
2009)。 在学习共同体理念下,学习不仅是个体知

识获得的过程,也是知识社会协商共同建构的结果。
学习共同体理念形成之初,教育学、心理学界多位专

家对其就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布朗和坎皮恩

(Brown & Campione)提出设计学习者和思考者共同

体,李普曼(Lipman)提出探究共同体,斯卡达玛亚

和伯雷特(Scardamalia & Bereiter)提出知识建构共

同体(戴维, 2012)。 之后,琳达赛(Lindsay, 2005)、
佐罗库斯基和杜菲(Zlotkowski & Duffy, 2010)、琼
斯和艾达(Jones & Ida, 2011)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学

习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述。 此外,在学习

共同体的实践层面,多数研究者致力于基于不同网

络平台探索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可能路径(Desai et
al,2014;Hsu & Ching, 2011; Hwang et al. , 2011;
Kadirire, 2007; Laura, 2012)。

近年来,鉴于学习共同体理念对教师专业发展

的重要性,以及自组织理论在建构和维持学习共同

体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围绕教师专业发展,国内研

究者(程凤农,2014;刘万海等,2013;袁维新,2010)
尝试将自组织理论应用到教师学习共同体的研究

中,分别从自组织教师学习共同体的优势、整体特

征、形式机制等方面展开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多停留

在讨论自组织方法论对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意义与作

用上,强调耗散结构形成的四个基础条件的重要性,
属于对事物现象表面观察的应然阐释,而并未深入

事物现象实然的具体考察之中,这可能与自组织系

统本身的复杂特性有关,也和传统教育环境下的教

师学习共同体多属于难以量化与捕捉的理念密切关

联。 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基于论坛、博客、QQ 群

等平台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成为可能。 这些平台不

仅为基于网络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支

撑,同时也使得动态收集教师网络学习行为数据成

为可能。 网络学习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除了需要获

得学术性支持( academic support)、认知性支持( in鄄
tellectual support)和人际性支持( interpersonal sup鄄
port)(Moller,1998)外,还倚重平台的技术性支持。
平台技术架构的组织呈现方式不同决定了其对学习

共同体的支持程度与支持方式存在差异。 刘丽南等

(2009)以教师 BBS 社区为研究案例,从协作知识建

构的视角研究教师基于教师论坛的交互行为;赵健

等(2013)从认知性、技术性和社会性三个维度调查

分析了网络环境下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运行效果,综
合考察了专题学习网站、BBS 社区、博客等技术载体

的适应性问题;张仙等(2007)则基于博客的教育叙

事,探讨了博客在促进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杨彦军等(2011)以网络论坛发帖为互动关系

数据,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人际互动、校际互动

和区域互动三个层面对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中的互

动关系及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教师学习共同体研究在理论建构方

面已颇有建树,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从只依靠理性思

辨阐释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扩
展到尝试从具体网络学习社区的关系数据分析入

手,考察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与运

行效果。 然而,支持平台方面尚缺乏针对 QQ 群的

教师学习共同体方面的研究。 QQ 群以其易用性、
可用性及便捷性,目前已经成为教师网络学习共同

体的重要组织方式,特别是对于自组织的教师网络

学习而言,依靠 QQ 群建立学习共同体具有较低的

技术难度和较广泛的使用度,业已成为教师自主开

展网络学习、构建专业学习共同体的首选。 然而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具

有怎样的自组织特性? 其实然状态如何? 其发展瓶

颈何在? 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三、研究方法

摇 摇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对象为基于 QQ 建立的教师学习交流

群。 研究者通过 QQ 群查找窗口,以“教师冶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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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进行查询,随机选取人数在 200 以上的 QQ 群作

为研究样本,共申请加入了 56 个群,通过验证的有

34 个群,确定对 27 个群为期 8 个月的记录为最终

分析对象。
(二)研究设计

从 2014 年 6 月 16 日开始,研究者通过第三方

QQ 登陆代理软件登陆 QQ 账号。 该代理软件可以

将群每日聊天信息单独保存为文本文件,这为后期

分阶段考察每个群的自组织特征提供了便利,同时

该代理软件的日志详细记录了每个 QQ 群新增成员

以及移除成员的时间,通过对日志文本的抽取与分

析,可以统计出每个 QQ 群的人员变动情况,如果再

结合对这个时间点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对群

组织系统的具体运行情况进行深入考察,进而可以

详细了解该 QQ 群在某个时间段发生了哪些具体情

况。 截至到 2015 年 3 月 16 日,研究者共收集到聊

天记录 175386 条。
(三)数据处理

由于代理软件记录的聊天会话信息为纯文本信

息,不方便进行数据统计,所以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批

处理,将它转换为格式良好的计算机可识别的结构

化数据。 数据预处理阶段,研究者主要通过文本匹

配正则表达式手段,将文本进行分割,之后通过编写

程序,将数据批量输入 Mysql 数据库,最终形成了四

个数据库表(见图 1):一是 QQ 群日志信息表,主要

记录群成员加群、入群、被踢出群的时间;二是 QQ
群成员信息表,主要记录群成员的昵称、群名片、QQ
号码、所属群;三是 QQ 群信息表,主要记录群号码、
群名称、群总人数;四是 QQ 聊天记录表,主要记录

群成员号码、发言时间、发言内容。

图 1摇 挖掘整理后的数据表结构及部分数据

四、结果与分析

摇 摇 (一)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自组织基本

特征

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具有开放性、非
平衡性、非线性相互作用、涨落性等自组织系统耗散

结构形成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是教师网络学

习共同体自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它与 QQ 群平台

的组织架构特性一起,影响着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确

立、协作交流、关系生成以及共同体资产延续与

拓展。
1. 开放性

系统的开放性是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开放的系

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在信息、
能量和物质等方面需要充分交换。 对一般意义上的

网络学习共同体各构成要素而言,共同体成员之间

的交流与协作,以及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在某种

程度上都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而对网络学习共同体

赖以生存的网络平台来说,因其组织架构的不同,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外在开放性。
具体到 QQ 群平台来说,其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首先,在 QQ 群公共空间的访问权限设定方

面,普通 QQ 用户需要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方可

获得对群共同空间的访问权限,这种机制一定程度

上维持了共同体的相对稳定;其次,在 QQ 群公共空

间话题讨论方面,围绕一定主题,共同体成员的讨论

范围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这种机制为话题讨论提

供了自由发挥空间;最后,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用
户虽然会成为某个群的一员,但其思想、意识与行为

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约束,这会

为共同体的震荡带来威胁与挑战。 此次抽样的 QQ
群中,无一例外,在成员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方面符合

开放性的需求,这一点如表一数据所示。 此外,群聊

记录显示,大多数群的交流话题比较随意,不具有话

题聚焦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由于 QQ 群技术

架构的特性,基于其建立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虽
然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但却不具有话题的聚焦性,这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习共同体凝聚力。

2. 非平衡性

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所有参与者在价值认知、
知识结构、兴趣取向、年龄与个性等方面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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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摇 部分 QQ 群基本情况统计

编号 群功能定位
群起
始人
数

累计
加群
人数

累计
退群
人数

累计
踢人

最后
群人
数

群聊
总记
录数

Q1 全国+单学科 259 376 161 208 266 1418

Q2 全国+单学科 269 112 80 27 274 1190

Q3 地方+不限学科 280 230 135 70 305 1049

Q4 地方+不限学科 244 288 121 101 310 1333

Q5 地方+不限学科 302 123 89 23 313 1001

Q6 全国+不限学科 286 118 83 0 321 1772

Q7 地方+单学科 331 259 124 131 335 2059

Q8 全国+单学科 222 319 114 66 361 1929

Q9 地方+不限学科 372 290 164 131 367 1293

Q10 全国+单学科 251 197 30 31 387 1176

Q11 地方+单学科 302 112 16 9 389 4044

Q12 地方+不限学科 361 164 73 34 418 924

Q13 地方+单学科 301 341 207 10 425 2486

摇 注:群功能定位依据成员入 QQ 群的限制条件进行划分。

这种多元化特色是共同体得以持续和丰富的源泉,
为共同体中的学习活动提供了动力 (和学仁等,
2013)。 学习共同体成员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

方便了成员之间的多元协作,促使学习共同体从无

序到有序实现自组织。 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

体的非平衡性,体现在教师在固有学科背景、知识结

构与价值理念主导下,围绕相同话题展开的对话与

讨论。 因功能定位不同,一些地方性单学科教师交

流群,只允许特定地理位置、学科背景、知识结构的

教师加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群成员的异质性,但
并未影响其活跃程度;相反,那些不限制学科背景与

地缘结构的全国性教师交流群,并没有因为群成员

多学科交叉背景而显得更加活跃,其活跃程度反而

相对偏低。 对聊天记录的走势图(见图 2)分析可以

发现:那些面向全国不限制学科的交流群,群聊记录

普遍低于那些地方性单一学科交流群,这说明虽然

异质性对于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多元协作具有重要

意义,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互动生成机制,缺少成员

之间的交流,任其再具有开放性、异质性也无法对学

习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支撑。 对于本次抽样 QQ 群来

说,成员之间的交流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群聊记录走

势的连绵起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生成了

群的非平衡性特征。
3. 非线性相互作用

非线性相互作用主要指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是一

种非线性的制衡关系,并非从上到下的线性制约关

图 2摇 部分 QQ 群聊天记录走势

系。 非线性作为自组织系统的独特结构,是系统实

现其整体功能的必要条件,系统内部组分之间非线

性的相互竞争和协同关系构成了系统产生自组织行

为的内在动力(湛垦华等,1982)。 就基于 QQ 群的

教师学习共同体而言,虽然在群公共空间的话题讨

论有严格的时间线性特征,但成员加入讨论的时间

都是随机的,不同成员之间没有时间先后限制,成员

有任何想法,原则上都可以随时发表,共同体成员之

间具有明显的复杂非线性关系。 这种关系一方面可

以最大程度地方便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但也具有

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在群公共空间进行讨论时,往往

不能深入聚焦,经常出现浮于表面的各类话题的交

叉涌现,而且随着群在线人数的增加,这种现象会更

加明显。 例如,当参与讨论的人数超过几十人时,对
同一话题的讨论会变得非常分散。 一方面,在同一

时间,如果几十人分别发表言论,QQ 群聊天窗口无

法有效显示全部信息;另一方面新的信息将不断被

刷屏,使参与者无法集中精力深入思考,然后发表自

己的意见。 同时,一些与讨论主题无关的内容还会

分散参与者的注意力。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缺少一

定的“话轮冶控制机制,在一个参与讨论人数较多的

QQ 群中,深入讨论某个话题的可能性会大打折扣。
4. 涨落性

涨落是指“有助于系统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各

种客观的、随机的机遇和机会,这些涨落使系统上升

到更高层面的有序态冶 (湛垦华等,1982)。 涨落是

系统内部非稳定性的表现,它可以破坏系统原结构

导致系统失稳。 同时,它是系统宏观有序结构产生

的种子,导致系统发展出新的有序结构的直接诱因。
涨落根植于自组织系统演进之中,无法预测,目前只

能对涨落做阶段性的意义陈述。 对于基于 QQ 群的

教师学习共同体而言,其建立与成长过程伴随着各

种不可控因素,这种因素来源于共同体内部成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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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际性交互本身的非线性、新成员的加入与退出、
成员观点之间的冲突与协商,这一切都会带来教师

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涨落,恰当利用这种涨落性有助

于发挥系统的自组织作用,推动共同体的组织演化

发展。 就本次抽样的 QQ 群而言,涨落使得系统原

结构导致系统失稳,但并没有造成新的有序结构的

产生,这本身与 QQ 群平台的系统架构有关,QQ 群

平台在时间、空间的结构上相对稳定,不易被打破,
而在其会话组织、资源沉淀等功能结构方面,受时空

结构的限制,亦难以形成新的功能上的有序结构。
这就使得基于 QQ 群建立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多

停留在自组织的初级阶段,无法向更高级的自组织

形态演化。
(二)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基本网络属

性及其历时演化规律

单从表面基本数据统计分析,研究者无法深入

了解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基本网络属

性,更不能通观其发展历程,要完成这一挑战性的工

作,需要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 QQ 群成员之间

的关系及关系的模式进行探索。 为此,本研究首先

对每个 QQ 群整体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其基本

网络属性;其次再分阶段考察每个 QQ 群的网络密

度,图解其历时演化规律。
1. 基本网络属性

网络密度指的是网络成员间彼此联系程度,亦
即群体成员互动的平均程度(王陆,2009)。 总体来

说,整体网络的密度越大,该网络对其中行动者态度

与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刘军,2014)。 网络密

度是成员之间联结关系的重要表现,当群体的网络

密度值越高,成员之间连接的可能性以及互动程度

也越高。 成员之间的互动程度越高产生的信息交流

就会增加,分享价值、信念或目标的欲望会更加强

烈,群体也会在不断运作中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进

而达到自组织。 相反,群体网络密度值越低,成员之

间互动程度也越低,久而久之成员之间的联结就会

越来越少,最终因为信息流的减少,群体渐渐失去了

成员关注,最终走向沉寂。 如表二与图 3 所示,我们

可以非常清晰而直观地分辨出处于学习共同体稳步

发展阶段的 QQ 群,亦可以轻松判断出趋于沉寂、逼
近消亡的学习共同体的 QQ 群。

从图 3 可以发现,Q13、Q16、Q18、Q23、Q25、Q27

等群整体呈现较紧密的网络结构,同时这几个群的

密度普遍比其他群高(见表二)。 而 Q26 的密度只

有 0. 0441,在所有 QQ 群中密度最低,这也说明这个

群的成员之间连接少,缺乏互动,该群极有可能处于

学习共同体组织消亡的边界。

表二摇 部分 QQ 群基本网络属性

编号
节点数
(Nodes)

连接数
(Ties)

密度
(Density)

互惠性
(Reciprocity)

传递性
(Transitivity)

平均距离
(Average
distance)

Q1 574 1652 0. 1309 0. 1642 0. 2351 2. 736

Q2 284 1015 0. 1244 0. 1278 0. 24 2. 586

Q4 258 1503 0. 0744 0. 1292 0. 3042 3. 032

Q5 280 1608 0. 0562 0. 1128 0. 2849 2. 952

Q13 323 3506 0. 2631 0. 173 0. 2685 2. 44

Q16 400 5772 1. 396 0. 2031 0. 2879 2. 482

Q18 406 7870 3. 2468 0. 306 0. 2413 2. 052

Q23 520 8886 1. 1468 0. 2246 0. 2429 2. 288

Q25 528 34366 5. 9364 0. 371 0. 4462 1. 882

Q26 143 346 0. 0441 0. 1019 0. 2623 2. 437

Q27 700 12231 1. 2369 0. 2368 0. 2099 2. 311

图 3摇 部分 QQ 群的社会网络结构

互惠性指的是网络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

相互性,也就是说任何一对成员之间是否相互“选
择冶,是否为邻接点(王陆等,2009)。 传递性也称为

连通性,代表的是网络成员之间关系连接的强度大

小,可以预示网络的脆弱性程度,该值越低说明成员

彼此之间的联系越少越弱,越容易形成桥与切点,网
络也就越脆弱。 就本次研究抽样的 QQ 群而言,其
网络的传递性与网络的互惠性普遍偏低,这说明基

于 QQ 群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交互程度

不高,关联程度较弱,群组织的凝聚力有待提升。
平均距离是网络两点之间平均测地线(Geodes鄄

ic)之间的距离,代表网络中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也称捷径,该距离越小两点之间建立连接越容易

(刘军,2014)。 QQ 群作为话题讨论的公共空间,在
其中交流发言时间缺乏有效控制,每个人遇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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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随时加入讨论,建立与他人之

间的信息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任意两个成

员之间的平均距离不会太长。 就本次抽样的 QQ 群

而言,平均距离相差不大,这也说明基于 QQ 群建立

的教师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具有快捷方

便的即时性。
2. 历时演变规律

研究者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再次加工与处理,由
于对其整体网络密度的测量区分度较大,能够较好

地呈现群组织的演进路径,所以这里以月为分割单

位,将原始数据划分为八个阶段,之后利用 JAVA 语

言自编程序对每个阶段群成员聊天记录进行数据提

取,并构建成员之间交互的多值矩阵,再利用 UCI鄄
NET 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测量出这些群的分阶段网

络密度(见表三),最后利用 Excel 制图功能绘制出

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演化趋势图(见图

4)。
表三摇 部分 QQ 群分段网络密度

编号 第 1 段第 2 段第 3 段第 4 段第 5 段第 6 段第 7 段 第 8 段

Q1 0. 5087 0. 1304 0. 3238 0. 4842 0. 4279 0. 1332 0. 3292 0. 1182

Q2 0. 0756 0. 2389 0. 1467 0. 1309 0. 1611 0. 2115 0. 4672 0. 1795

Q3 0. 096 0. 082 0. 3295 1. 9076 0. 0588 0. 0816 0. 1795 0. 3641

Q4 0. 0969 0. 1133 0. 1282 0. 1307 0. 0871 0. 0945 0. 0581 0. 158

Q5 0. 1117 0. 0418 0. 1405 0. 0938 0. 0995 0. 1503 0. 0865 0. 0457

Q6 0. 3636 0. 2464 0. 1771 1. 3464 0. 2778 0. 4034 0. 2991 0. 6384

Q7 0. 2713 0. 2812 1. 3482 0. 3071 0. 2287 0. 7147 0. 4444 0. 3365

Q8 0. 6784 0. 2893 0. 1582 1. 3191 0. 3145 1. 2293 0. 1977 0. 7426

Q9 0. 1941 0. 489 0. 1451 0. 2031 0. 4482 0. 1388 0. 1518 0. 6108

Q10 0. 3238 2. 3861 0. 1891 5. 4889 0. 8455 0. 5824 0. 072 0. 1968

Q11 0. 2886 0. 952 0. 6117 0. 8046 1. 5158 1. 0675 3. 3404 0. 972

Q12 0. 1383 0. 1941 0. 1394 0. 1971 0. 2172 0. 5218 1. 1052 0. 5612

Q13 0. 3409 0. 3065 1. 2382 0. 2307 0. 2148 0. 2576 0. 1084 0. 2284

Q14 1. 1826 0. 1879 0. 4672 0. 4179 0. 9524 0. 6736 0. 5862 0. 2698

Q19 0. 4587 1. 638 0. 6663 3. 0333 0. 2496 0. 2496 0. 5732 0. 3654

Q23 1. 4659 1. 1521 0. 6037 4. 2298 1. 2651 2. 7414 0. 8782 0. 6761

由表三我们可以得到群组织分阶段网络密度数

据,从而判断群成员之间互动联系程度,继而了解基

于该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互动情况。 一般而

言,群密度越大群成员之间的联系越频繁,互动程度

越高,如 Q3、Q6、Q8、Q10、Q18、Q19、Q23 等群第 4
段网络密度分别为 1. 9076、 1. 3464、 1. 3464、 5.
4889、6. 1168、3. 0333、4. 2298,相比其他分段,呈现

出较高的活跃度。 通过观察网络密度,我们不仅可

以把握学习共同体特定时间段活跃程度,同时为进

一步分析学习共同体的交互特征锁定了分析范围。
但是,如果要考察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

自组织演化特征,我们还需要可视化其演变过程

(见图 4)。

QQ 群演化趋势图(a)

图 4摇 QQ 群演化趋势图(b)

图 4(a)是部分 QQ 群的网络密度三维折线图,
从中可以发现 Q11、Q16、Q25 等群网络密度幅度变

化较大,说明基于这些群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在

发展过程中远离平衡态、非线性交互作用等特征非

常明显;Q3、Q7、Q14 等群只在某一时间段呈现较高

的网络密度,而在其他时间段则相对稳定。 通过对

数据库查询分析发现,这几个群长时间静默与短期

内的高频率爆发(万力勇等,2012)特点显著;Q1、
Q2、Q4、Q5 等群的网络密度一直很低,这说明群成

员之间缺乏联系、互动低、信息交流少,学习共同体

群成员之间凝聚力严重不足,这些群正渐渐失去对

成员的吸引力,基于其建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可能

正处于消解过程中。
图 4(b)是部分 QQ 群的网络密度堆积折线图,

它显示多个 QQ 群(数据系列)在同一分类(或时间

上)的网络密度值总和的发展变化趋势,从中可以

判断在第 3 段、第 4 段,这些群的整体网络密度走高

且起伏较大;而第 5 段、第 6 段、第 7 段,这些群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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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网络密度则走低且呈现平稳。 如果从分段时间来

看,第 3、4 段所处时间段(7 月 16 日-9 月 20 日)正
好处于第 2 学期结束与第 1 学期开始之间。 在这个

时间段,教师完成了学期教学任务,拥有相对充裕的

上网时间,因此,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较为

活跃,并间接导致这个时段内 QQ 群的整体网络密

度走高且不平稳;而第 5、6、7 段所处时间段(9 月 21
日-12 月 24 日)刚好是教学活动的实践时间,大多

数教师忙于教学工作,上网时间并不充裕,参与学习

共同体交流减少,最终导致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

共同体在这个时间段交流互动减少,群的整体网络

密度持续走低、表现平缓。 以上分析也表明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因教师职业特性呈现出

独特的历史演化轨迹。
(三)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运行现状分

析与症结所在

为了对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自组织运

行现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研究者将表一、表二与表

三数据整理编码之后,录入 SPSS 进行分析,考察各

项数据指标(聊天记录数、群密度、群互惠性等)与

群人数、群功能定位之间的关系;然后选取部分典型

QQ 群的内容进行分析,以解释教师网络学习共同

体活跃的原因;最后综合考察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

习共同体的基本现状与历时演化规律,以发现制约

其发展的瓶颈所在。 数据分析发现:
1. 群成员数量多少对学习共同体的活跃程度影

响甚微

群聊天记录总数、互惠性、传递性、密度等群属

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表征学习共同体的活跃程

度。 研究发现,此次抽样 QQ 群开放性普遍较高,累
计加群人数高于累计退群人数,这说明随着时间发

展群成员数量是增加的(见表四)。 同时,经独立样

本 T 检验发现,群成员数量多少在互惠性、传递性、
密度等群属性特征上均无明显差异,这说明群成员

数量多少对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活跃程度影响

甚微。

表四摇 群成员数量表

群起始
人数

累计加
群人数

累计退
群人数

累计踢
出人数

最后群
人数

均值 329. 24 337. 68 167. 32 83. 60 416. 00

N 25 25 25 25 25

标准差 73. 770 215. 316 108. 059 77. 334 98. 082

2. 共同体主题定位与 QQ 群受众定位影响学习

共同体生命周期及活跃度

研究发现,个别学习共同体主题定位具有一定

的时效性,比如类似“**年教师认证考试交流群冶
“**年特岗教师交流群冶,这类群在特定时间范围

内通常保持较高活跃性,但当具有时效性的事件完

成之后,学习共同体目标达成,成员各自散去,群基

本处于沉寂状态,共同体也随之消亡;此外,有的学

习共同体主题定位比较清晰,具有较高专业区分度,
而且目标具有一定发展性,例如“**教师论文发

表交流群冶“**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交流群冶,这样

的定位对维持学习共同体的活跃程度具有重要意

义。 本次抽样的群中,这两种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

为数不多,大部分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功能定位都

不够明确。 如果以 QQ 群受众定位为基准,可以将

它们区分为四类:全国不限学科的教师交流群(全
国不限)、全国单一学科教师交流群(全国限单)、地
方不限学科的教师交流群(地方不限)、地方单一学

科教师交流群(地方限单)。

图 5摇 群受众定位与学习共同体活跃程度指标对比

如图 5 所示,地方性单一学科的教师学习共同

体比其他任意类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活跃;地方性

不限学科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与全国性单一学科教师

学习共同体在活跃程度上不相上下;全国不限学科

的教师交流群活跃度处最低水平。 由此可见,群创

立初期的目标受众定位不同,直接决定了共同体的

活跃程度:那些全国性教师交流群或地方不限学科

的教师交流群,虽然因其不限制学科结构、地域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习共同体成员间的异质

性,在群创建初期往往会具有较高的活跃性,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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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因为交流主题不够明确,话题无法聚焦,
群最终逐渐走向沉寂。 虽然有时在某些社会热点话

题影响下,会出现短暂的突发性活跃,但其最终归宿

必然是走向消亡。 这不仅是因为其在创立初期目标

受众不清晰,还因为共同体主题定位不明确。 这两

者又共同影响、相互作用致使学习共同体目标愿景

不明晰,成员交流互动贫乏而凝聚力不足,最终导致

学习共同体走向消亡。
3. 意见领袖整体性缺失是学习共同体持续发展

瓶颈所在

意见领袖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

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冶 (王君泽

等,2011)。 意见领袖是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

象,随着虚拟学习社区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将这一概

念引入对学习共同体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网络的

学习共同体之间的交流缺乏语言等社会环境线索,
所以研究重点应该放到交流文本的分析上(王君泽

等,2011);国内学者余红、薛可等基于“影响力扩散

模型冶(Influence Diffusion Model),根据成员的发言

活跃程度、响应值及认同值来筛选意见领袖(薛可,
陈晞,2010;余红,2008)。 万力勇等(2012)在研究

基于 QQ 群学习共同体互动时,将发言数量很多、社
会互动活动贡献最大,且发言质量很高的成员视为

意见领袖。 我们研究发现,此次抽样的 QQ 群中,这
类成员的数量普遍较少,特别在分阶段考察学习共

同体演化特征可以发现,身为意见领袖的群成员多

为群管理员,普通成员成为意见领袖的例子极少,只
有极个别的群意见领袖成员数量相对较多,构成也

较为合理。 分析发现,具有相对合理的意见领袖构

成比例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在维持可持续发展

的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起伏但整体维持稳定的组

织演化的发展特征。 可惜的是,此次抽样的群中,具
有这种合理结构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数量相对偏

少。 这说明,目前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因
为意见领袖缺失导致其整体发展动力稍显不足。

4. 共同体知识无法有效沉淀是阻碍学习共同体

演化趋优的硬伤

在考察基于 QQ 群的开放性、非线性相互作用、
非平衡性以及涨落性等自组织特征时,研究者发现

基于 QQ 群建立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存在一定优

缺点:一方面,QQ 群在信息呈现便捷性以及缔造较

强成员共同体归属感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另
一方面,其在主题聚焦、话题延续、信息沉淀、知识生

成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此外,在对教师网络学习共

同体的基本网络属性及其历时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时,研究者发现正是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

的自组织特征的条件限制,使其一方面在维持成员

之间传递性、互惠性等情感归属方面趋于稳定,而另

一方面在共同体知识生成过程中,由于 QQ 群组织

架构的先天不足导致基于其建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

无法有效演化以趋优。

五、研究问题的消解

摇 摇 (一)设立验证准入机制,严把成员质量关

QQ 群累积退群人数与累积被踢人数可在一定

程度反映该群验证准入机制效果。 总体而言,本研

究抽样的群,对成员准入没有太多限制,这一方面为

学习共同体吸纳新成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甄别

和排除恶意成员付出代价。 一般而言,人们会认为

群成员数量越多,学习共同体会更加活跃。 本研究

发现群成员数量多少对共同体活跃度并无显著影

响,这颠覆了对群的思维定势,表明基于 QQ 群建立

教师学习共同体时,不可盲目追求群成员数量的快

速增加,应该对新成员准入门槛适当进行限制,防止

无关用户乘虚而入,混入群空间,恶意刷屏,发布广

告,进而影响学习共同体成员的学习体验。
(二)明确共同体主题定位以延长其生命周期,

明晰 QQ 群受众定位以提高共同体活跃程度

共同体主题定位及 QQ 群受众定位不同,对成

员资格的要求也不同。 总体来说,建立基于 QQ 群

的教师学习共同体时,为了维持学习共同体的长久

发展,首先要明确共同体主题定位,其次明晰 QQ 群

受众定位。 本研究发现,共同体主题定位直接影响

学习共同体的生命周期,共同体主题定位是否具有

时效性、有无专业识别度会严重影响学习共同体的

生命周期,具有较强时效性的共同体主题定位是学

习共同体走向消亡的直接隐忧,而具有明确专业识

别度的共同体主题定位则是学习共同体维持可持续

发展的不竭动力;QQ 群受众定位显著影响共同体

活跃程度,受众定位相对明确的群比那些功能定位

欠明确的群要活跃得多,定位相对明确的群多是以

服务某个学科的教师而建立,这样围绕共同体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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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背景,教师之间交流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同

一问题也有可能开展深入讨论;而一些不限制学科

和地域的教师交流群,往往因为成员之间因为学科

背景悬殊、地域天南海北,无法凝聚共同话题,导致

交流流于形式,缺少沟通,更不能深入。 这给我们的

启示是:基于 QQ 群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时,首先要

尽量使用具有较高专业识别度的群名称,避免使用

类似“教师交流群冶等空洞的群名称,并注意完善群

简介;其次,应尽量明晰 QQ 群受众定位,有针对性

地吸引新成员。 这样才能既维持共同体的可持续发

展,又可以提高共同体的活跃程度。
(三)培养和发掘意见领袖的导向作用,激活共

同体内在动力

研究发现,基于 QQ 群的自组织教师学习共同

体整体呈现两级分化的趋势,少数群因为共同体主

题定位明确、QQ 群受众定位明晰,在其发展过程

中,意见领袖频出,塑造了清晰可见的共同愿景,群
成员也比较活跃,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而其他群则因

意见领袖断层、匮乏,缺少共同话题,共同愿景不清

晰,最终导致群成员归属感缺失、认同感低,围绕该

群建立的学习共同体趋于消解,名存实亡。 这给我

们的启示是:意见领袖是学习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他们引领共同体话题讨论的方向,塑造了

成员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因此,应该不断挖掘培养

潜在意见领袖,保持意见领袖的动态更新,防止出现

断层,同时积极发挥意见领袖导向作用,在共同体内

营造积极参与、互动的氛围,以意见领袖个人魅力吸

引成员对共同体活动的关注,激活共同体内在动力,
使其具有自组织生命体征,不断生长壮大。

(四)整合 QQ 群与 BBS 学习社区,促进共同体

知识不断生成群体智慧

共同体的知识沉淀是成员之间交流协作的智慧

结晶。 基于 QQ 群的话题讨论是生成集体智慧的重

要途径,但其生成的结果,往往作为历史文档被封存

在聊天记录之中,不便去粗取精,更不易翻阅与查

找。 这种限制是 QQ 群软件平台的短板所在,无法

有效解决,暂时的解决方案是整合 QQ 群与 BBS 学

习社区,将群内的高质量话题加以记录,采用智能代

理软件,实时更新至 BBS 学习社区,并在群内再次

讨论此话题时,给予提示,方便成员在原有讨论基础

上生成新的创见。 同时,为了避免讨论介入无关内

容,影响正常话题讨论,应该倡导成员遵守一定机

制,通过智能代理软件实现对不遵守约定成员禁言

的智能控制。 在良好活动氛围的支持下,有效的知

识沉淀将使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群体智慧持续不

断增长。

六、结论

摇 摇 QQ 群以其易用性、可用性及便捷性,已成为教

师自组织开展网络学习、建立专业学习共同体的重

要组织方式。 为此,本研究采用 SPSS 统计工具与社

会网络分析工具,以 QQ 群聊记录的数据挖掘与统

计为基础,着重探讨了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

体的自组织特征、历时演化规律、运行现状及发展

瓶颈。
总体而言,基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满足

耗散结构生成的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

用和涨落等自组织条件,是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其活

跃度与生命周期受到共同体主题定位、目标受众及

意见领袖多少影响,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其演化

趋优与成员数量多少无关,但与成员质量以及其赖

建立的平台架构息息相关。 为此,基于 QQ 群的教

师学习共同体应在认清 QQ 群平台技术架构局限性

基础上,明确共同体目标受众,严把成员质量关,并
清晰定位共同体目标愿景,培养和发掘意见领袖以

激活共同体生长的内部动力,进而为自组织的教师

网络学习创建健康生态学习环境打下基础。
整体而言,本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只对基

于 QQ 群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自组织特征、历时演

化规律及运行现状进行了初步考察,未对群聊天记

录具体内容以及群交互的内容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过程中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分阶段考察 QQ
群网络密度时,只从整体上对分段数据进行分析,并
未考虑每阶段成员的增减对群整体网络结构影响;
计算 QQ 群整体网络密度、传递性与互惠性时,忽略

了那些在群内始终一言未发的成员;样本选择时,仅
选择 200 人以上的 QQ 群,且整体数量偏少,样本考

察记录时间不足一年,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推广及应用。 未来研究将在继

续保持跟踪记录的基础上,尝试对基于 QQ 群建立

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的交互内容及交互特征进行深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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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QQ-based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

MENG Zhaokun1,2, LAN Guoshuai1,XU Meidan1 & ZHANG Yichun1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China)

Abstract: Recently, online learning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pproach for teachers
to obt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Supported by various online tools, especially the social software platforms, teachers爷
learning community can be established spontaneously. In China, QQ chatting tool has become a popular instant mes鄄
sage tool for Internet users. Under this context, we used QQ group to form a learning community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research procedure is as follows. Firstly, we conduct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teachers爷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investigated its impact on learning communities. It is found that QQ group satisfies the re鄄
quirement of self-organization system but may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ommunity to some degree. Second鄄
ly,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QQ groups爷 chatting records and data mining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eachers爷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and clarify its diachronic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Q-based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 has its own features compared with other
social software platforms in terms of the density and mutual benefits of social network. Also, the diachronic data indi鄄
cates that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 to some extent, is constrained by the uniqueness of teachers爷 occupation. Fi鄄
nally, using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group members had little to do with its vitality.
Instead, shared topics and interests of the members could influence the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lifespan of a certain
learning community. The lack of thought leaders was also a bottleneck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learning
community. Additionally, the lack of shared knowledge blocked the learn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Given all thos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we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aise the requirements for new member enroll鄄
ment, establish a clear and specific shared topic to increase the lifespan and vitality of a community, develop thought
leaders for learning community,and integrate QQ group with other BBS learning communities for deep collective inter鄄
action.
Key words:teacher development;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QQ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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