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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及认知存在关系研究
———以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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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如何有效地设计和实施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以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是利用ＭＯＯＣ开展混
合学习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加里森等人提出的探究社区理论为框架，以某门ＭＯＯＣ在校内面授教学的应用
为个案，以阿博等人编制的探究社区量表为基础，应用相关分析法、线性回归分析法及结构方程模型法分析和验

证了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因果关系。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及

认知存在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学存在显著预测认知存在及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显著预测

认知存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存在是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的中介变量。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开展

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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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 ＭＯＯＣ的发展，将 ＭＯＯＣ引入校
园面授教学并开展相应的混合学习已引起高等教育

管理者、教师及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同时 ＭＯＯＣ也
为高校教师开展混合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马红亮，袁莉等，２０１５）。就混合学习而言，已有大
量研究表明，在混合学习模式下学生学业的成功率

高于单纯在线学习或面对面学习，同时混合学习的

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发美国 Ｋ１２教育系统
的变革（白雪梅等，２０１６）。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学习
必然会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有效地设计和实

施混合课程，以促进学生深度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即

如何将ＭＯＯＣ整合到面授课程中从而有效地开展
高质量的混合学习，依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马红亮，袁莉，２０１５）。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加拿大远程教育领域著名学者兰迪·加里森等

人２００１年提出的探究社区理论框架模型已经成为

混合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穆尔（Ｍｏｏｒｅ，２０１３）指
出探究社区理论框架模型是特殊时代产生的四大理

论之一。霍尔沃森等人（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
统计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混合学习领域学术论文
基础上指出：“探究社区理论框架似乎是这个时期

混合学习中最有用的理论”。教育技术领域不少研

究者利用该框架对混合课程的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

和实证研究，该理论框架已经成为指导课程开发与

实施的有效模型（Ａｒｂａ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探究社区理论的焦点是通过增强认知存在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社会存在（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和
教学存在（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ｃｅ）三个核心元素有效设
计与组织课程，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其中，认知存在

指学习者在批判性探究社区中通过不断反思和对话

建构和巩固意义的程度（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认
知存在与获得深度有意义的学习直接相关，包括触

发事件、探究、整合以及解决四个阶段。教学存在指

教师为实现富有个人意义和教育价值的学习成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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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进行设计、促进和指导（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包括设计与组织、促进对话与直接
指导三个子类目。社会存在指学习者在探究社区中

通过利用通信媒体在社交和情感方面表现“真实”

自己的能力（Ｒｏｕ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包括情感表达、
开放交流与小组内聚力三个子类目。在探究社区理

论框架模型的中心，这三种存在相互交叉重叠，而有

意义的学习可能就发生在这三种存在相互交叉重叠

处（Ａｒｂａ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此，理解三种存在之
间的关系对于混合课程的设计、开发、实施及研究十

分关键，应给予更多关注（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ｒｂａｕｇｈ，
２００７）。

目前，国外探究社区理论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

关注这三种存在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Ｋｏｚａｎ＆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１３）。部分研究支持加里森等人提出的“三
个存在之中任何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的观点（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例如，科赞和理查德森（Ｋｏｚａｎ＆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１３）以参加在线课程的研究生作为研究对
象，发现在线课程中三种存在的相互关系：教学存在

与社会存在之间显著相关（ｒ＝０．５５３，ｐ＜０．０１），教学
存在与认知存在显著相关（ｒ＝０．８２６，ｐ＜０．０１），社会
与认知存在显著相关（ｒ＝０．６６３，ｐ＜０．０１）。另一部
分研究则与加里森等人的观点相矛盾。例如，阿克约

尔和加里森（Ａｋｙｏｌ＆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８）在一门完全在
线课程的课程结构、学习活动、策略以及评估中嵌入

探究社区理论，研究发现这三种存在的水平都很高，

但只有教学存在和认知存在之间显著相关，社会存在

与认知存在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些

研究证明了学生感知到的社会存在的高低可能与感

知到的认知存在水平不相关。例如，科赞和理查德森

（Ｋｏｚ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１３）通过偏相关分析发现，社
会存在与认知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学存在与认知

存在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不受另外一种存在的

影响。

有研究者对教学存在、认知存在及社会存在之间

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柯（Ｋｅ，２０１０）采用标准化多
元回归分析法对在线课程的三种存在之间因果关系

的分析结果显示，课程内容和活动的设计既能显著预

测学生在知识建构方面的互动，又能显著预测他们之

间的社会互动。阿奇博尔德（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２０１０）为了
评价学生通过学习在线学习资源、参与在线讨论等学

习活动能否增加知识、促进批判性思考，同样采用标

准化多元回归分析，对教学存在和社会存在对认知存

在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学生感知到的教学存

在和社会存在能显著解释认知存在的变化，并且社会

存在对认知存在的影响比教学存在明显得多。例如，

加里森等（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以及谢伊等（Ｓｈｅａ＆
Ｂｉｄｊｅｒａｎｏ，２００９）通过构建模型证明了在线课程中教
学存在和社会存在共同对认知存在有显著的直接影

响，社会存在单独对认知存在也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并且社会存在在它们之间起中介作用。然而，纳格尔

和科策（Ｎａｇｅｌ＆Ｋｏｔｚｅ，２０１０）分析一门为期半年的研
究生研究方法混合课程后指出，社会存在是教学存在

与认知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是认知存在的预测

变量。

综上所述，关于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及认知存在

之间到底如何互相影响的研究依然存在争议，还需

要进一步探究（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理论上，探究
社区框架是个动态、过程导向的模型，这意味着教学

存在、社会存在以及认知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随

着学习环境、学习者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Ｋｏｚ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１３）。因此，在我国特殊的文化教育环
境及应用ＭＯＯＣ开展混合学习的背景下，对这三种
存在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基

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学存在、社会
存在及认知存在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和因果关

系。具体假设如下：

Ｈ１：教学存在与社会存在显著相关；
Ｈ２：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显著相关；
Ｈ３：社会存在与认知存在显著相关；
Ｈ４：教学存在能显著预测社会存在；
Ｈ５：教学存在能显著预测认知存在；
Ｈ６：社会存在能显著预测认知存在；
Ｈ７：社会存在在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之间起中

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情景

本研究选取陕西师范大学首批建设的 ＭＯＯＣ
“现代教育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该课程２０１５年发
布在爱课程网站上，２０１６年６月初又发布到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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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 ＭＯＯＣ平台上。同时，该课程也是陕西师
范大学２０００多名师范生的公共必修课。校内学生
主要采用混合学习方式学习课程，其中在线学习活

动包括自主观看课程视频、完成１２个单元测试及１
份信息化教学设计作业和１份期末作品集、参加论
坛讨论与在线期末考试，面授学习活动包括一学期

８次面授讲座、传统纸笔期末考试。在课程考核方
面，期末在线考试占２０％，单元作业占１０％，期末作
业占２０％，期末笔试占５０％。完成这门课程学习的
在校学生可以获得２个学分。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阿博等人（Ａｒｂａ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编
制的探究社区量表为研究工具，该量表共有３４个条
目，每个条目按李克特５点计分（１＝完全不同意，５
＝完全同意）。自２００８年该量表发布以来，其所在
论文至２０１６年初被引用２２１次，已成为测量混合课
程中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及认知存在的可靠工具。

本研究采用双译程序，先由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将英

文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请英文专业人员译回成英

文，条目内容基本与原英文量表相同。本研究将３４
个条目的探究社区量表初稿在３０名大学生中进行
试测，并就量表内容对３０名学生进行访谈，明确所
有条目的含义，最终形成正式施测的量表。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为了便于被调查者作答，本研究将探究社区量

表上传到“问卷星”网站，然后通过班级 ＱＱ群邀请
参加该课程的同学填写，问卷采集时长两周。本研

究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春季学期参加该门课程的１１
个专业的１２３５名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实际填写问卷
８００人，问卷总体回收率为６５％。学生年龄分布在
１８－２２岁之间，其中，男生 ２０５人（２５．６％），女生
５９５人（７４．３％）；４９１人（６１．３％）有在线学习经历；
汉语言文学专业１２９人（１６．１％），生物科学专业８２
人（１０．３％），物理学专业９５人（１１．９％），英语专业
８５人（１０．６％），历史学专业６９人（８．６％），地理科
学专业 ６７人（８．４％），思想政治专业 ６８人（８．
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６１人（７．６％），体育
专业７４人（９．３％），音乐专业２４人（３％），美术专
业４６人（５．８％）。

鉴于前人的研究基本是单独进行相关分析或因

果分析，缺乏对多种分析方法的同时使用。因此，根

据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先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

析分别探究三种存在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再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一步考察社会存在是

否在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量表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１．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是用来探索多元观测变量的本

质结构并进行降维的技术，它能够将具有错综复杂

关系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核心因子。为了检测探

究社区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
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参照的决

策标准是，当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ＫＭＯ）值大于０．８，
且巴特里特（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的卡方值达到显著
水平，表示适合做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ＫＭＯ＝０．９７７，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球形检验χ２（８００）＝２０３５８，ｐ＜０．００１，表明收集
到的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３
个项目出现了交叉载荷。为了获得结构更好的量

表，本研究删除了这３个项目，最终形成包含３１个
项目的探究社区量表，其中教学存在有１３个项目，
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各有９个。同时，探索性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３１个项目生成三个因子，三因子的
方差累计解释率为６２．８８２％。每个因子的解释率
分别为：教学存在５２．８６３％，认知存在６．３０７％，社
会存在３．７１１％。此外，这三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
于１，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的特征值分别
是１６．３８８、１．９５５和１．１５１。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证实了本研究采用的探究社区量表具有良好的

结构效度。

２．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运用 ＡＭＯＳ１７．０软件对测量数据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测量数据与探究社区三因子

结构模型的拟合程度。测量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中，

卡方自由度比（ＣＭＩＮ／ＤＦ）、拟合优度指标（ＧＦＩ）、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ＡＧＦＩ）、规范拟合指数（ＮＦＩ）
、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与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
是最常见的指标。本研究拟合指标的要求如下：

χ２／ｄｆ＜３，ＣＦＩ＞０．９，ＧＦＩ＞０．９，ＡＧＦＩ＞０．９，ＮＦＩ＞
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８。如果模型的拟合指标达到要
求，则说明测量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结果表明，探

究社区三因子结构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数据。具体的

·３７·

白雪梅，马红亮，吴海梅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及认知存在关系研究———以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为例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４）



表一　探究社区量表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分析结果

项目 Ｎ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教学存在 社会存在 认知存在

教学存在 ８００ ２．００±０．６０ １ ５

社会存在 ８００ ２．１６±０．６６ １ ５ ０．７７２

认知存在 ８００ ２．０３±０．６１ １ ５ ０．７５３ ０．８２４

总量表 ８００ ２．０６±０．５７ １ ５ ０．９３０ ０．９２７ ０．９１４

　　注：代表ｐ＜０．００１

拟合指标如下：χ２＝１２４５．９９５，ｄｆ＝４９６，χ２／ｄｆ＝２．
９６７，ＣＦＩ＝０．９５５，ＧＦＩ＝０．９０５，ＡＧＦＩ＝０．９５０，ＮＦＩ＝
０．９５５，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０。此外，３１个项目的因子载
荷从０．６３３到０．８２８（见图１）。验证性因素分析说
明本研究的探究社区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３．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克伦巴赫 α系数对探究社区量表

的信度进行分析，α＞０．８表示问卷的信度良好，０．７
＜α＜０．８表示问卷的信度可以接受（Ｂｌｕｎｃｈ，
２０１０）。基于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探究社区量表进行
信度检验的结果显示，教学存在、社会存在、认知存

在以及总量表的克伦巴赫值分别是０．９４５、０．９２４、
０．９２５和０．９７０。这说明探究社区量表在中国大学
生群体中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三、研究发现

　　 （一）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前三个研究假设，本研究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
检验三种存在之间的相关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７５３，ｐ＜
０．０１），教学存在与社会存在显著正相关（ｒ＝０．７７２，
ｐ＜０．０１），社会存在与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ｒ＝０．
８２４，ｐ＜０．０１）（见表一）。探究社区量表总分与教
学存在、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之间也高度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是０．９３０、０．９２７和０．９１４。
上述结果与科赞等（Ｋｏｚ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１３）

的研究结果一致。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１）感知到
高水平教学存在的学生，感知到的社会存在和认知

存在也较高；反之，感知到低水平教学存在的学生，

感知到的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也较低。２）感知到
高水平社会存在的学生，感知到的认知存在水平也

相对较高；反之，感知到低水平社会存在的学生，感

知到的认知存在水平也较低。形式上，探究社区理

论框架模型中三种存在相互交叉重叠。本质上，每

种存在的子类目都与其它存在之间相互关联、相互

依赖。例如，教学存在下的“促进对话”子类目与社

会存在直接相关，“直接教学”子类目与认知存在直

接相关，社会存在下的“开放交流”也与认知存在直

接相关。

此外，在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中，三种存在因
子的平均数和方差如下：教学存在（Ｍ ＝２．００，ＳＤ＝
０．６０），社会存在 （Ｍ ＝２．１６，ＳＤ＝０．６６），认知存在
（Ｍ ＝２．０３，ＳＤ＝０．６１）（见表一）。将这一结果与
斯旺等人（Ｓ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的研究结果比较可以
发现，在该混合课程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学存在、社会

存在以及认知存在的水平都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

于：１）该混合课程虽然安排了八次面授课，但同一
专题安排两次面授，学生根据需求和时间选择一次，

也就是说实际上每位学生参与的面授课最多是四

次。这样的面授课程安排比较松散，课程结构化程

度较低。２）课程在线学习活动单一，主要是观看教
学视频，没有将在线讨论这一重要的在线课程元素

作为主要的在线学习活动。另外，虽然课程要求学

生针对每个单元都要在论坛中提问，但被动式的硬

性要求不是激发学生思考的好方式，学生提问有的

是为了提问而提问，可能提问之后都不会查看助教

的回答。３）虽然课程助教人数较多，帮助回答学生
问题，但绝大多数助教是在读研究生，专业知识有

限，回答课程学科知识方面的疑惑有很多局限，不能

有效鼓励学生思考，或提出深刻有意义的问题。同

时，由于助教缺乏在线教学经验，对学生情感关怀十

分欠缺。

（二）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假设４－６，本研究分别以教学存在为
自变量、社会存在为因变量，教学存在为自变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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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回归分析（检验研究假设４－６）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的估计值 标准误 Ｂａｔｅ分布
ｔ 显著性水平 Ｒ２

教学存在－＞社会存在 ０．５８６ ０．０１７ ０．７７２ ３４．２６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５

教学存在－＞认知存在 ０．５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７５３ ３２．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７

社会存在－＞认知存在 ０．７５５ ０．０１８ ０．８２４ ４１．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７８

知存在为因变量，以及以社会存在为自变量、认知存

在为因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二。可以看出，教学存在（β＝０．７７２，ｐ＜０．００１）是
预测社会存在的显著变量，能解释社会存在总变异

量的５９．５％，即研究假设４被证实；教学存在（β＝
０．７５３，ｐ＜０．００１）是预测认知存在的显著变量，能
解释认知存在总变异量的５６．７％，即研究假设５被
证实；社会存在（β＝０８２４，ｐ＜０．００１）是预测认知
存在的显著变量，能解释认知存在总变异量的６７．
８％，即研究假设６被证实。

１．教学存在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影响
在本课程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学存在能显著预

测社会存在，能解释社会存在总变异量的 ５９．５％
（见表二），进而说明教学存在是影响社会存在的十

分重要的变量，这与柯（Ｋｅ，２０１０）、加里森等人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以及谢伊等（Ｓｈｅａ＆Ｂｉｄｊｅｒａ
ｎｏ，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一致。从教学存在角度看，其
子类目“促进对话”对社会存在有直接影响，同时对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动机及参与也十分关键。

“促进对话”通过鼓励学生参与、鉴别赞同和反对的

观点、帮助达成共识等做法对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进

行管理和监控，从而创设一个积极和谐的学习氛围。

教学存在通过建立和维护对话创建和维持社会存

在。从社会存在角度看，社会存在的两大子类目

“开放交流”与“情感表达”受教学存在“促进对话”

这一重要子类目的直接影响，促进对话是学习者进

行“开放交流”与“情感表达”的前提，只有教学存在

在促进对话方面的工作做到位，学习者才有可能更

好进行开放交流和情感表达。

２．教学存在对认知存在的直接影响
在本课程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学存在能显著预

测认知存在，教学存在能解释认知存在总变异量的

５６．７％（见表二），说明教学存在是影响认知存在的
十分重要的变量。这与柯（Ｋｅ，２０１０）、加里森等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阿奇博尔德（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２０１０）以及谢伊等 （Ｓｈｅａ＆Ｂｉｄｊｅｒａｎｏ，２００９）的研究
结果一致。从教学存在角度看，“设计与组织”子类

目对认知存在的“触发事件”阶段有直接影响，而教

学存在一开始能否设计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学习活动

吸引学生的参与十分关键。其次，教学存在的“直

接教学”子类目对认知存在也有直接影响。学生在

探究过程中可能会持错误的观点，如果没有教学存

在的及时诊断，就会影响他们正确地理解建构，甚至

会导致错误认知结构的形成。从认知存在角度看，

在“探究”和“整合”阶段，需要教学存在诊断错误概

念，提供具有探索价值的问题、评论及相关信息等，

以确保学生的认知活动能持续朝着预期方向进行，

促进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达到高水平的学习。

如果学生在这两个阶段感知不到高水平的教学存在

会对学生的批判探究学习过程产生很大影响，将导

致低水平的认知存在。也就是说，教学存在对认知

存在的顺利开展十分重要（Ｋａｔｒｉｎａ＆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３；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４）。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提供支架以确保
学生的认知在这些活动过程中不断走向更高水平，

教师可以通过促进、指导和任务设计刺激学生的认

知存在顺利进行（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ｒｂａｕｇｈ，２００７）。本质
上，教师是通过教学存在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走

向更高水平的认知存在（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ｋｙｏｌ，２０１３ａ）
３．社会存在对认知存在的直接影响
在本课程中，学生感知到的社会存在能显著预

测认知存在，社会存在能解释认知存在总变异量的

６７．８％（见表二），说明社会存在是能对认知存在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要变量，这与加里森等（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和阿奇博尔德（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２０１０）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从理论上看，社会存在的两大子类目

“情感回应”与“开放交流”对认知存在有直接影响。

就“情感回应”而言，它能够促进有意义的对话，互

相尊敬和支持的情感回应是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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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就“开放交流”而言，它是通过对他人

的贡献表示赞同或感谢、引用他人的观点以及提问

质疑等一系列活动鼓励学生的反思性参与。例如，

当个体凭直觉发表的观点遭到他人反驳时，就会出

现认知冲突，由此可能会带来高水平的推理。混合

学习过程中，深刻反思与有深刻见解的交流必须建

立在开放交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社会存在是认知

存在的前提，是学生在混合课程中通过互动构建知

识的程度的必要条件。

（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社会存在在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之间

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以教学存在为自变量、认知存在

为因变量、社会存在为中介变量建立模型，采用 Ａ
ＭＯＳ１７．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结构模型检验
（见图１和表三）。模型的拟合指标如下：χ２／ｄｆ＝２．
６１７，ＣＦＩ＝０．９６４，ＧＦＩ＝０．９１７，ＡＧＦＩ＝０．９１１，ＮＦＩ＝
０．９４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５。从各项拟合指标可以看
出，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观测数据。

由图１可知，教学存在不仅能直接影响认知存
在，还能通过社会存在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认知存

在，即研究假设７被证实。其中，教学存在对认知存
在的直接影响效应值为０．２２，占教学存在对认知存
在影响总效应的２６．９１％；教学存在对认知存在的
间接影响效应值（社会存在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５９７６，占教学存在对认知存在影响总效应的
７３．０９％。

图１　社会存在在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之间中介效应

表三　教师存在作用于认知存在的路径及其效应分解

路径 效应值 所占比例（％）

教师存在－认知存在 ０．２２ ２６．９１％

教师存在－社会存在－认知存在 ０．５９７６ ７３．０９％

上述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说明，社会存在是

教学存在与认知存在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教

学存在对认知存在的影响大部分是通过社会存在的

中介作用产生的。这与加里森等（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和谢伊等（Ｓｈｅ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一
致。本质上，教学存在是通过建立和维护有目的、积

极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进行高水平的认知互动，从

而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首先，教学存在通过设计

教学、促进对话与直接教学影响社会存在，特别是促

进对话对社会存在的创建和维持有直接影响，而社

会存在又通过“情感表达”和“开放交流”直接影响

认知存在，尤其是对认知存在的探究和整合阶段有

重要影响。在认知存在的探究阶段与整合阶段，学

生需要在个人的反思性认知活动与集体的社会性探

究活动之间不断转换，而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发生在

反复的批判性反思与不断的对话交流的反复循环

中，学生在不断的头脑风暴、提问以及与其他参与者

的交流对话中整合观点，实现意义建构。

四、总结与展望

在这门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中，教学存在、
社会存在以及认知存在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同

时教学存在处于核心地位，直接影响社会存在和认

知存在的建立和维持。学生对教学存在的感知直接

影响其对认知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感知，另外社会存

在也显著预测认知存在，并且社会存在在教学存在

与认知存在之间起中介作用。由此得到的启示是：

１）鉴于教学存在对社会存在有直接影响，因此作为
混合课程中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的教师，应该在促进

对话方面担负重要责任，鼓励不太活跃的学习者的

同时要防止发言过多的学生主宰对话，不断寻找支

持和发展探究社区的方式，从而更好地创造和支撑

社会存在；２）鉴于教学存在对认知存在有直接影
响，教师必须通过设计和组织有效的在线或面对面

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并且在后续认知活动及时呈现

恰当的教学存在促使学生持续学习，促进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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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从而实现高水平的学习；３）鉴于社会
存在对认知存在的直接影响，如何建立社会存在以

支持探究社区和随之产生的批判性反思对话是最本

质的问题，同时在努力提高学生的社会存在时，不仅

应注重社会互动，而且还应通过社会互动鼓励认知

存在，关注学生的批判思考与高阶学习（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ｋｙｏｌ，２０１３ａ）；４）鉴于社会存在在教学存在与认知
存在之间的中介作用，教师要通过设计有效的学习

活动（教学存在）为良好的学习氛围（社会存在）提

供保障，而积极的良好学习氛围又是实现高水平认

知活动的前提，即教师要同时协调好教学存在、社会

存在及认知存在的关系，设计有效的学习活动，建立

良好的学习环境，确保认知刺激发生，从而最大限度

优化学生学习，实现具体的教育目标。

当前，我们已组织中英两国高校教师合作开展

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
量的国际化学习经验。对英国教师而言，这种跨国

合作教学是后 ＭＯＯＣ时代对开放在线学习的一种
新尝试；对中国教师而言，这种中外合作教学可以在

他们面对面教学中融入国外教师的 ＭＯＯＣ和远程
视频会议活动，能充分整合和发挥国内和国外、离线

和在线教学的四重优势（袁莉等，２０１６）。无论从实
践还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中外教师合作开展的基

于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依然需要围绕学生深度有意
义的学习经验，做好在线与面授的教学活动设计，营

造良好的互动氛围，以促进学生高阶认知能力的发

展，即组织和处理好教学存在、认知存在以及社会存

在的相互关系，使之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进而促使这

种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课程发展成为一种以深度有
意义学习为核心的探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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