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关注结果的“学会”，走向关注过程的“会学”
———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测评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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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互联网＋”时代，成人学习者网络教育的目标不应仅关注其学会既定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
是通过有效的支持让他们成为会学、有主动学习意识与学习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从“学会”到“会学”，从关注结

果走向兼顾过程，将过程与结果融为一体，帮助网络学习者具有终身学习力，适应学习型社会发展，是网络教育

育人目标的发展与提升。本研究借鉴国外学习力测评工具，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现状

进行测评，针对当前网络学习者动机多元，问题意识弱、意志力缺乏，互惠性学习关系尚未真正建立等学习力现

状，有针对性地提出重视学习体验，激发内源动力；加强学法指导，重视问题生成与解决过程；重视元学习过程，

提高网络学习者的学习规划管理、评价反思与自主调节能力；构建激励性与支持性的学习共同体文化，促进互惠

式学习等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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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的大规模开放，在线

学习成为当今“互联网 ＋”时代成人学习的重要方
式。对网络学习者开展学习力测评，发展在线学习

力，为其终身学习提供正能量与支持，对促进他们终

身学习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从关注结果走向兼顾过程与结果的融合与发

展，帮助网络学习者成为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并适应

学习型社会发展的人，是网络教育育人目标的重要

诉求。而当前的网络教育，更多的是聚焦“学会”层

面，将课程知识与技能作为评价网络学习目标达成

的依据，缺乏对学习者“会学”层面的关照，对学习

力的培养少有关注。如何在网络环境下促进网络学

习者学习力提升，引导他们成为有意识、有能力的主

动学习者，既实现专业上的发展与突破，又成为终身

学习与发展的人，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研究表

明，网络环境为成人学习者提供了在职学习的机会，

但由于工学矛盾突出、师生分离，会产生“情感缺

失、学习动力不够、学习活动参与不足、学习自我效

能感低”等问题，直接影响学习活动参与及学习效

能。具有学习力的网络学习者是内驱力强、有预见

性、能规划与反思、会进行学习调节与管理、具有互

惠与合作精神的主动学习者。提升网络学习者学习

力可以克服并突破网络学习遇到的问题与瓶颈。

当前网络学习者学习力如何？怎样提升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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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力？为他们提供哪些有效支持？基于对以

上问题的思考，本研究借鉴国际学习力测评工具，通

过对网络学习者学习力现状测评，提出相关对策，以

期为学习力培养提供针对性的支持与建议。

二、研究依据

（一）学习力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学习力作为在学习型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生存的

必要能力，正成为学习科学、教育技术学等多个学科

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学习力逐渐被迁移到教

育领域，通过“构建学习力”，为学习者终身学习提

供能量，激活学习潜能并服务终身成长需求（Ｃｌａｘ
ｔｏｎ，２００７）。然而，研究者对学习力的认识不同，其
内涵经历了从关注单个要素到强调复合体的转变，

从关注自主思考力、高级思维能力，到解决问题能

力、自主调节力、学习元认知以及多要素组成的综合

体。如杜门（Ｄｏｐｍｅｎ，１９９７）的研究关注自主思考
力；里斯尼克（Ｒｉｓｎｉｋ，１９８７）关注高级思维能力等。
英国克拉克斯顿（Ｃｌａｘｔｏｎ，２００７）通过对学习的连续
性因子分析，提出了学习力的七大维度：改变即学

习、意义建构、探究意识、创造力、学习关系、战略意

识和心理弹性。克瑞克（Ｃｒｉｃｋ，２００７）将学习力视为
联合起来塑造个体参与学习机会的价值观、倾向、态

度和能力的复合体。陈维维（２０１０）在对学习力研
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学习力内涵存在四种定

位，即能量观、品质观、素质观、能力观。能量观认为

“学习力是促进学习意愿与学习结果相互作用的能

量，其高低直接影响学习的有效性”（Ｃｒｉｃｋ，２００７）；
品质观认为“学习力是在学习活动中起作用的、由

心理结构和身心能量组成的一种个性心理品质”

（谷力，２００９）；素质观认为“学习力是现代人基础性
的文化素质，其生成效率已作为衡量教育学的共同

尺度”（吴也显等，２００５）；能力观认为“学习力是通
过获得知识技能和学习提升达到产生新思维、新行

为的学习效果为目的的动态能力系统”（瞿静，

２００８）。哈佛大学柯比（Ｋｒｉｂｙ，２００５）教授认为“学习
力是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率、

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综合体”。我国学者丁亚元

（２０１５）认为，可从两个层面理解学习力的内涵：从
过程看，它与学习活动密切相关，在学习活动中形成

和发展并贯穿学习活动，体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从

成效看，学习力是影响学习质量的关键因素，为学习

活动提供强劲而持久的动力与能力支持。本文认

为，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是指在线学习环境下，能

够有效促进学习者学习动力、认知能力、学习策略与

方法、学习结果相互作用的动态能力系统，它激发学

习者的在线学习动力和潜能，推动学习者顺利完成

在线学习目标，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完善与终身发展。

（二）在线学习力框架及关键要素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在线学

习力分为五个维度：学习驱动力、学习顺应力、学习

策应力、学习管理与调节力、学习互惠力，分别体现

学习的五大系统，动力系统、情意系统、认知系统、调

节系统、社会及自我互动系统，体现在通过在线学习

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五种力量：驱动力、顺应／顺应力、
策应／策应力、反省／反省力、互惠／互惠力。这五个
维度具体要素及内容如表一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在线学习力的

内在结构与基本特点，结合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界定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模型，编制网络学习

者在线学习力测评问卷，对学习动力、学习顺应力、

学习认知与理解力、学习反省与管理调节力、学习自

主性与社会性互惠等进行测评分析；采用学习行为

分析、个案研究等对影响网络学习的关键要素进行

考察与分析。

（一）测评工具选取与设计

测评工具设计以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克拉克斯

顿教授提出的学习力要素及测评工具设计框架为依

据，小样本试测后进行了本地化修改，将事实性问题

与价值性问题融为一体。测评内容分三部分，题型

由封闭的单项选择题、多选题、开放性题目组成。第

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涉及性别、所学专业、从事职业

与学习专业等；第二部分是对学习驱动力、策应力、

顺应力、反省力、互惠力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学习关

键事件及问题解决。问卷内容体现在三个维度：一

是对网络学习的理解与认识；二是网络学习的行为

表现；三是对学习结果与过程的互动与预期。测评

特别关照学习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以及问题解决的

过程；学习共同体中多方主体互动及关系的建立，并

以参与对象能理解或读懂的方式设置问题情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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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关于学习力的五维度框架

驱动力 学习顺应／顺应力 学习策应／策应力 学习反省／管理调节力 学习互惠／互惠力

需要：对已有水平与期望达

到水平之间差距的感知与

认识，对学习期望达到的目

标方向与需求

专注：全神贯注投入学习，

全身心投入状态

提问：具有好奇心，善于

提出问题，能够潜心思考

与钻研，提出与众不同的

观点

计划：思考要到哪里去，

采取什么行动，所需要

的时间、资源等；预见结

果以及将会遇到的困难

障碍等

自主性：知道何时自主

学习，何时相互学习，

在讨论问题时能坚持

立场

兴趣：对学习充满积极的倾

向，将学习作为促进自我发

展的源泉和力量

管理分心：认识并管理分

心，知道什么时候容易走

神，并能及时克服干扰，提

起精神，创造最佳学习状态

建立联系：能利用自身的

经验将不同知识或事物

建立联系与联接；建立认

知图式，形成认知网络图

调整：根据不同情境灵

活调整计划，监视学习

进展，发现新的机会，调

整学习状态与进展

合作性：在合作过程中

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尊

重他人观点，愿意分享

观点

信念：坚信学习对职业发

展、能力提升以及实现发展

目标的重要性，具有为之付

出努力的意向

注意：引发并保持注意，并

能聚焦学习重点与关键

想象：利用想象与知觉获

取新经验，在新情境下探

究新的可能性

提取：知道提取所需要

的信息；能将相关策略

运用于后续学习中；能

做自己学习的教练

倾听：在倾听他人时能

理解他人意图，具有同

理心

成就目标：对学习和及其目

的具有一定的知觉，能感知

从事学习活动的理由及目

标

毅力：面临困难时仍坚持不

懈，知道学习过程在不确定

情境中如何去做

推理：运用推理能力，严

谨、有序地进行推理，不

仅建构观点，而且不断修

正完善

元学习：知道自己作为

学习者，如何才能学得

更好，思考学习的过程

和方法

观察：通过观察他人，

能建设性调整方法、习

惯和价值观

陈述问题。所有题目都经过小范围的试测，并根据

测试结果对题目进行了适当调整。

（二）样本数量

本次测评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始，历时２个月。测
评对象为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２１８１名网络学
习者，回收问卷２１６３份，回收率９９．１７％，其中有效测
评问卷２０６７份，有效测评率为９４．７７％（见图１）。

图１　抽样测评对象年龄分布

（三）抽样方法和数据处理

为了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本次测评采用随机抽

样的方法选择样本，并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选取

２３个样本进行抽样测评（见图２）。

四、研究结论

（一）学习动力：动机多元，源于外在的发展需

要多于内在兴趣驱动

动力系统是学习力的重要维度，是激发网络学

习者持续学习的关键，包括学习需要、兴趣、信念、成

就目标等，直接影响网络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测评

发现，４９４７％的网络学习者深信网络学习可以开阔
视野，有助于个人发展，将促使自身更加独立自主和

图２　抽样测评调查对象专业分布

自信；２２７０％的网络学习者选择深造学习是学习求
知欲使然，认为继续深造学习是理所当然的，自身对

学习很有兴趣，追求学业进步；４７６９％的网络学习
者希望通过网络学习提升职业发展空间与职业技

能；４５９１％的网络学习者把参加网络学习作为社会
性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通过学习交往，可以认识

更多的同行或朋友；４１９９％的网络学习者是为了提
升学历，以便未来找到更好的工作；３２７％网络学
习者是出于他人期待，想要证明自己；１７７９％的网
络学习者不很明确（见图３）。

测评结果表明，网络学习者学习动机是多元的，

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动力。正如霍姆伯格

（Ｈｏｌｍ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２）所指出的：“这些承担着职业、家
庭和社会责任的成人始终是远程教育的主要目标群

体，他们往往出于对工作、家庭、职业与专业发展等

考虑才选择了远程教育，利用业余时间提升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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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拓宽知识面，以获得更好发展。”大部分网络学

习者对网络学习充满期待，希望通过网络学习获得

专业发展。有明确学习目的的网络学习者，对网络

学习充满信心，将其作为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机

会，希望通过参加丰富的学习活动，认识更多的同行

与朋友。如何激发网络学习者的内在学习动机，促

进他们将外在需要转化为内在兴趣，增进情感，丰富

学习体验，是促进网络学习者持续投入的关键。

图３　网络学习者学习动力测评结果

（二）学习策应力：网络学习者具有学习策略意

识，但需要在线学法指导，强化问题意识

学习策应力指网络学习者熟知信息内容表征的

不同方式，能够根据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或策略，

如提问、建立联系、想象、推理等思维活动进行学习。

积极的网络学习者不完全接受和吸收课程内容，而

是主动积极思考，善于质疑，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而

且能够结合自身经验，建构意义和深层次理解；同时

愿意将已知与未知建立联系，形成认知理解网络图，

利用想象、推理与知觉获取新经验，严谨、有序、有理

有据地建构自我观点和意义（见图４）。
测评发现，在学习方法策略方面，３７３７％的网

络学习者喜欢弄清知识结构，思考课程体系是如何

构成的，将知识有序化、结构化，建构自己的知识认

知图示与结构化的知识网络；４５９１％的网络学习者
尝试记忆方法帮助记忆；３９１５％的网络学习者利用
想象和多种感官学习，并尝试不同的学习方式。在

１１７４％的网络学习者愿意在 ＢＢＳ讨论中提出疑

问；１２％的网络学习者在 ＢＢＳ中发表观点时，会寻
找证据支持；在建立联系方面，３７３７％的网络学习
者会主动建构知识及应用图景，将所学理论、原理和

应用情境建立联系；３２％的网络学习者会积极思考，
从为何、如何、若何等角度思考问题；３９５０％的网络
学习者会将已知与未知相联系，将所学与实践应用

相联系；３８４３％的学习者会思考现象背后的本质，
积极探索得出自己的结论。

图４　网络学习者学习策应力测评结果

测评结果表明，尽管网络学习者有相应的学习

经验，但仅有部分学习者会将知识有序化、结构化，

并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形成结构化的知识网络；网

络学习者呈现出对知识记忆的重视，会尝试一定的

记忆方法；喜欢完整的信息，想知道事情的全部，呈

现出实践性倾向。也有部分学习者将学习过程视为

知识的接受过程，不善于思考与提问，囿于常规性思

维完成学习任务，特别是提问与质疑能力需要加强；

面对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多元化学习路径，需要加

强在线学法指导，学会提问、思考、建构意义与理解，

提升在线学习策略意识。

（三）学习顺应力：网络学习者能够正确认识学

习困难，需要增强排除干扰的意志品质

学习顺应力是网络学习者能够保持耐性与专注

精神，排除内外干扰，集中精力投入学习中的能力，

包括引发并保持注意、毅力与持久力等要素。

从测评看，４４．１３％的网络学习者能够集中注意
力并排除干扰；４５．２０％的网络学习者会把注意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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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降到最低；３７．７２％的网络学习者能认识到网络学
习的困难与挑战，认为参加网络学习意味着不懈努

力。但一旦学习中止或受到干扰，仅有１８．４７％的
网络学习者能很快回到学习中（见图５）。

图５　网络学习者学习顺应力测评结果

网络学习者是如何认识、对待并克服困难的？

４１．９９％的网络学习者遇到学习困难与难题时不会
敷衍，对学习困难有正确的认识；３２．７０％的网络学
习者认为，会坚持并找到克服困难的方式。３３．８８％
的网络学习者会感到很沮丧，３２．４６％的网络学习者
认为，感到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就会放弃。

由此可以看出，网络学习者能正确认识网络学

习的困难，并保持一定的专注力或抗干扰能力，能有

意识地把分散注意力降到最低。但网络学习中止

后，难以回到正常学习中，需要增强其克服困难的意

志，掌握克服困难的策略与方法，以便学习中止后能

恢复正常的学习状态，同时需要给予他们多元支持，

促进他们持续投入学习。此外，网络学习者的学习

具有明确的目的，需要增强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建立

与学习者工作实践情境之间的联系，促进他们实现

近迁移的学习，是有效推动网络学习者持续投入并

坚持的重要方面。

（四）学习反省力：网络学习者具有一定的反思

与调节能力，需要提高规划意识与评价能力

具有学习力的网络学习者能够科学地对自身学

习目标进行感知，根据学习目标制定计划、预计结

果、选择策略、预见问题及解决方法；在学习活动中，

能及时评价、反馈学习活动及结果，如发现问题，能

采取措施及时修正调整。学习者不仅关注学习结

果，更关注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调整并优化

学习进程，调整学习方法与路径（见图６）。

图６　网络学习者学习反省力测评结果

测评发现：仅有１３．１３％的网络学习者会计划
学习需要的步骤，并制定学习规划；２４．９１％的网络
学习者会对网络学习过程中的收获或学习成果做出

预测；１４．５６％的网络学习者在网络学习时会自我反
思与评价，如“我有收获吗？”“我对自己的学习表现

满意吗？”“哪些方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３２．７８％
的网络学习者会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思考哪些方

面进展顺利，哪些方面进展不顺利；２３．８４％的网络
学习者会根据实际灵活调整计划，但对于如何调整

尚需要方法指导，如果当前的网络学习内容进展不

顺利，会放弃当前的内容，重新开始学习。

测评表明，尽管网络学习者具有一定的反思意

识，但规划意识缺乏、评价能力不足，因此，需要设计

学习支架及有效的方法支持，提高他们的学习计划

性及自我内在评价能力；同时需要指导他们如何提

取有效的策略与方法，形成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学习

方式。

（五）学习互惠力：网络学习者愿意表达自我，

但不愿意接受他人的质疑，没有真正建立互惠性学

习关系

互惠力是学习者能以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建

立学习关系，分享他人的成果，也愿意与别人共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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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习成果。网络学习者不仅应知道如何进行自

主学习，也知道何时与如何进行合作学习，表达个人

观点，倾听他人观点。学习的互惠性会促进学习共

同体中知识的创生、观念的诞生，同时通过建立共同

愿景，让网络学习者不断超越自我，通过丰富的文化

体验促进学习力与社会力的形成。

测评发现，４３．０６％的学习者自己知道什么时候
进行自主学习，什么时候进行合作学习；４４．１３％的
网络学习者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３９．９３％的网络
学习者不希望受到他人质疑，认为“尽管我很难证

明我的观点，也不喜欢别人不同意我的观点”；４１．
２８％的网络学习者表示有人展示如何学习或如何学
以致用时，会用心地向他人学习；１８．５１％的网络学
习者认为与其他人一起合作学习时，会感到受挫，因

为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３９．９３％的网络学习者有好
的想法时，会专注于表达自我，而不去倾听他人的观

点（见图７）。

图７　网络学习者学习互惠力测评结果

测评表明：网络学习者愿意表达自我，并向他人

学习，但在与人合作，倾听他人意见，特别是对待他

人的质疑，或不同意见与反对观点方面存在障碍与

戒备心理，从而影响真正互惠性学习关系的建立。

五、讨论与建议

具有学习力的网络学习者在开放网络环境下具

有坚定的学习信念，能诊断自己的学习需求，预测目

标，克服困难与排除干扰，有效运用学习策略进行自

主学习与合作学习。针对当前网络学习者动机多

元、问题意识弱、意志力缺乏、互惠性学习关系尚未

建立等现状，网络教育应将提高网络学习者在线学

习力作为重要目标，为他们提供支持型和滋养型的

共同体环境，激活他们的学习兴趣与发展潜能，提供

问题提出、生成与解决空间，促进他们学会利用开放

学习环境和资源，主动、反思、协作、互动地学习，构

建互惠式学习关系，服务于终身学习与成长需要。

目的是促进其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需要，不
仅能通过网络学习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

在特定的语脉中应对复杂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

力，提高学习的元认知意识与监控能力、质疑与提问

能力，批判性思维，交流对话与合作能力。这些是网

络学习者终身有效学习提供正能量的过程。

鉴于此，为促进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提升，本

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丰富学习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网络

学习者由外在需要转向内在兴趣，发展内源动力

尽管网络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多元，引发学习的

动力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但是促进

网络学习者将外在需要转化为内在兴趣，是促进他

们持续投入学习的内源动力。这有助于激励他们将

在线学习作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力量源泉，坚信在线

学习对促进职业发展、能力提升以及目标实现的可

能性与正确性，持之以恒地为之付出努力。

引导网络学习者将在线学习过程作为丰富体

验、发展认知、建构意义的过程，这不仅会促进网络

学习者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激发学习的内在兴趣，

还会促进他们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持续投入行动。

创设有意义的学习情境，设计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是

激发网络学习者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积极的学习

情感体验会引发兴趣，提升学习效能，促进他们将当

前学习与经验建立联结，增强学习的目的性，提高自

我效能感。情境认知理论认为，学习就是人与情境

的对话，学习只有发生在个体与情境的互动中，才会

彰显其价值。活动的多元化，有助于使学习者在充

满生机的学习情境中展开“对话”“实践”和“创

造”。设计以网络学习者为中心的有意义的学习环

境，提供与工作实践密切联系的问题情境，帮助学习

者将知识和探究性、真实性的实践相联系，创设多样

化的学习活动，特别是提供联系实践的开放性、探究

性任务，引发学习者参与实践探索，设计展示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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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促进人际互动交流，有助于促进他们由学习的外

在需要转向学习的内在兴趣，进一步发展内源动力。

（二）加强学法指导，鼓励质疑与提问，从封闭

性的知识学习走向问题解决的开放式学习

加强学法指导，引导网络学习者不仅知道学什

么，还学会如何学，运用有效的方法与策略进行有节

奏的学习，发展质疑提问与批判精神，洞察问题解决

的本质以及问题解决空间，形成专业化思维，而不是

简化为一些孤立的事实、命题或结论进行记忆，能将

知识形成的条件及应用情境相联系，对于知识组织

的方式形成自身的理解，在需要时能主动提取，并融

会贯通地灵活运用知识。

网络学习者作为成人学习者，需要通过问题解

决与探究来建构知识及其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联接

学习与经验，才能将所学与其意义价值建立联系，知

道所学及其所用。因此，让问题引领学习，从封闭性

的知识学习走向问题解决的开放式学习，首先要提

高网络学习者的质疑与提问能力，促进基于真实问

题的思考，激活内在的经验，通过实践情境与问题的

思考，激发学习者实践经验与学习问题的联系性思

考，激发他们对所学持有疑问、展开主体性思考，探

索问题解决方法；其次，要促进网络学习者发展联系

性批判性思维与反省性思维，引导他们将学习过程

与结果联系，学习行为本身与意义价值联系，在多元

化的学习路径与丰富的学习资源中，能够选择决策

并进行自我导航，不断优化调整学习进程，学会选择

与运用学习工具，利用多种学习策略，深化与优化学

习过程，帮助网络学习者从增长知识与提升技能，转

到有效地运用网络资源、同异质的他者合作，求得解

决问题的能力，即学习目标从“知识量”到“实践力”

的转型。

（三）重视元学习过程，提高网络学习者的评价

反思与自主调节能力，尤其是提升他们克服干扰与

困难的意志品质

网络学习者由于工学矛盾突出，促进他们提高

学习预见性，提前计划、合理安排与分配学习时间，

重视元学习过程，引导他们学会自我管理、监控自己

的学习行为，提高评价反思与自主调节能力非常重

要。康费索和科普斯（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ｅ＆Ｋｏｐｓ，１９９８）认为，
具有学习力的学习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和内化信息，

而是不断反思与评价自身的学习状态，并明确目标，

优化与调整学习方法和策略过程。促进网络学习者

意识到自身不仅是学习者，还是积极的思考者与评

价者，能够适时运用评价策略评价自我学习，对学习

结果和预期目标的差距进行对比分析，并根据分析

结果选择调节策略与优化学习方法。

同时，帮助网络学习者认识在线学习需要专注、

投入和排除干扰，需要持之以恒付出努力，保持积极

健康的学习心态，以积极的方式处理学习困境及压

力，勇于面对困难与挑战也是不要的。应给予他们

更多的关注和鼓励，在加强指导的同时，重视引导自

我激励与评价，帮助他们突破学习障碍，树立在线学

习信心，以积极的心态应对逆境，为实现学习目标不

懈努力。由于师生分离，在线学习难免遇到困难，如

果不能有效克服困难，不仅会影响学习投入，也很难

坚持并达到预期目标。因此，教师一方面要加强对

网络学习者的学习支持服务，同时要培养提高网络

学习者在线克服干扰与困难的意志品质，引导他们

学会正视在线学习的困难和挫折，建立正确的成败

归因分析方式，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提高问题解决

能力。伽兰德和古纳瓦德纳（Ｇａｒｌａｎｄ＆Ｇｕｎａｗａｒ－
ｄｅｎａ，１９９１）认为，加强网络学习的支持服务是促进
学习者持续投入的重要因素。当网络学习遇到困难

和问题时，不仅给予网络学习者及时的帮助和指导，

而且要加强情感支持，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引导网络学习者将在线学习视为基于完成任务而进

行学习的外部调节转向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并进行

自我激励，开展自我评价的内部调节过程。

（四）构建激励性与支持性的学习共同体文化，

促进互惠式学习，实现自我发展与专业共同体发展

的融合

温格（Ｗｅｎｇｅｒ，Ｅ．，１９９８）认为，学习是一项社会
化活动，人们在群体中能有效地学习，通过积极参与

学习以及与专家和同侪的互动，可增加自己的见识、

知识经验和技能。安恩·布朗（Ａｎｎ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０）
提出“互惠式学习”理论，认为通过与他人合作，彼

此支持学习，学习者不仅能建立良好的学习伙伴关

系，还会促进聚焦问题、质疑问难而增加理解能力。

互惠力体现了学习者能够以最有成效、负责任的方

式建立学习关系，既能分享自己的成果，也愿意学习

他人的学习成果，并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换位思

考。哈贝马斯（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８１）曾指出，学习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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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只有采取理解对方的态度来对话和交流，个体

“局部时空中的知识”才能得到扩展，学习的主动性

与反思性常发生在研讨中，因此应充分认识并重视

网络学习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设计高质量的讨论主

题，为学习者提供相互分享、合作探究与自我展示的

空间，构建学习成果分享与互评机制，鼓励学习者之

间成果共享与互评，鼓励质疑、提问，真正让他们通

过“协商”“对话”“共享”，在合作知识建构中逐渐

形成集体智慧。同时，构建激励性与支持性的学习

共同体文化，构筑促进人际互动的激励性环境，让网

络学习环境成为师生多向互动与互惠成长的空间；

鼓励学习者不仅善于表达，而且乐于倾听，愿意分

享，真诚悦纳他人意见，让学习者之间产生超越个人

的内在本源性情感纽带，进而形成一种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学习共同体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共

同体内，学习者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提醒，互相提问，

相互帮助，使每个人超越有限的经验自我，实现自我

发展与共同体发展的融合。在学习共同体内，人与

人之间关系和谐，形成一种既有集体生活，又有个人

自由；既有相互合作，又有个人自主探索的环境。这

种互惠式学习有利于促进网络学习者投入到讨论、

对话和分享过程中，在相互协作与激励中真诚交往，

平等对话，不仅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对他人意

见、看法或见解给予尊重与悦纳，使学习者之间分享

思想、质疑观点、答疑解惑并发展思维品质与人际关

系，形成真正的“学习与实践共同体”。

六、结语

在当前开放共享的网络环境下，网络教育目标

应从关注网络学习者“学会”到关注“会学”，具有学

习力的网络学习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和内化信息，而

是主动、独立和富有责任感的学习者，愿意探究、对

话、质疑，能够对自身的学习与发展决定负责，包括

对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选择与学习步骤

的选择与决策，能够与学习同伴建立互惠式关系。

学习力是网络学习者在学习动力与毅力的驱动下，

不断发展在线学习经验，生成学习智慧，逐渐内化形

成相对稳定的认知与能力结构，形成专业化思维品

质，有效解决实践问题。网络教育应发展网络学习

者的学习力，促进他们增强学习意愿、丰富学习策

略、提升反思调整能力、建立互惠合作关系，真正实

现具有自主学习意识，能够进行自我导向、自我管

理，有效地开展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具有学习意识

与学习能力的终身学习者。对网络学习者学习力测

评，加强对他们在线学习力的研究，以有针对性地发

展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

探索。

［参考文献］

［１］Ｂｒｏｗｎ，Ａ．（２０００）．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ｓｔｅ

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２）：１１７１１８．

［２］陈维维（２０１０）．教育领域学习力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Ｊ］．开放教育研究，（２）：４２．

［３］Ｃｌａｘｔｏｎ，Ｇ．（２００７）．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Ｈｅｌｐｉｎｇ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ｃｏｍｅｂｅｔｔｅｒ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Ｊ］．ＢｒｉｓｔｏｌＴＬＯ：１６１７．

［４］Ｃｒｉｃｋ，Ｄ．Ｒ．（２００７）．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ｇｕｉｄｅ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ｕｌＣｈａｐｍａｎ：１１１２．

［５］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ｅ，Ｓ．Ｊ．，＆Ｋｏｐｓ，Ｗ．Ｊ．（１９９８）．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９）：３６５．

［６］Ｄｏｐｍｅｎ，Ｒ．（１９９７）Ｂｉｇｓｔｅｅｍ：Ａ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ｓｃａｌｅｗｉｔｈｌｏｃｕｓ

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ｅｍｓ［Ｍ］
!

Ｂｒｉｓｔｏｌ，ＬｕｃｋｙＤｕｃ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８９．

［７］丁亚元（２０１５）．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力实证研究［Ｊ］．开放

教育研究，（４）：８９９０．

［８］谷力（２００９）．学习力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Ｊ］．上

海教育科研，（７）：６６６７．

［９］Ｇａｒｌａｎｄ，Ｍ．，＆Ｇｕｎａｗａｒｄｅｎａ，Ｃ．Ｎ．（１９９１）．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ｆｏｒ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４）：１１５１１７．

［１０］［美］哈贝马斯（２００４）．交往行为理论［Ｍ］
!

曹卫东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５．

［１１］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Ｂ．（２００２）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１５．

［１２］Ｋｒｉｂｙ，Ｗ．Ｃ．（２００５）．学习力［Ｍ］
!

海口：南方出版社：６７

［１３］Ｒｉｓｎｉｋ，Ｍ．（１９８７）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ｔｈｉｎｋｂｙ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３２４．

［１４］瞿静（２００８）．论学习力理念从管理学向教育学领域的迁

移［Ｊ］．教育与职业，（１）：３

［１５］Ｗｅｎｇｅｒ，Ｅ．（１９９８）．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３２５．

［１６］吴也显（２００５）．课堂文化重建的研究重心：学习力生成的

探索［Ｊ］
!

课程·教材·教法，（１）：１９．

（编辑：李学书）

·９９·

李宝敏，祝智庭从关注结果的“学会”，走向关注过程的“会学”———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测评与发展对策研究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４）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Ｌｅａｒ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Ｂａｏｍｉｎ＆ＺＨＵＺｈｉ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ｐ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ａｄｕｌｔ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ｒａ．”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ｈｅｌ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ｃｔｉｖｅ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ｗｉｔ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ａｔｈｅｌ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ｔｏｍａｓｔｅｒ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ｏａｄａｐｔｔｏ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ｕｓｅｓ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ｉ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ｉｎｇｏｆ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ｕ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ａｙ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ｍｏ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ｔｃ．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

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２１日在河南大学顺利召开，４９０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出席。会议主题是：信息
技术与深度学习。

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国家教育发展趋势和自身教学实践做了精彩报告，包括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科学教育博士、台湾师范

大学信息教育研究所优聘教授兼副校长吴正己教授和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会长、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助理教授刘炬红

博士分别做了特邀报告。上海师范大学董玉琦教授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技术促进学习的内涵及最新进展等出发，阐释了

深度学习的可能，提出了有效实施深度学习的建议。江南大学陈民选教授认为深度学习的本质即为理解，是以理解为导向、

以理解深度为表征的学习，旨在促进对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西南大学涂涛教授从“教育”和“技术”的本源入手，认为技术引

领着教育的改变，但技术应用应回归教育的本质，运用技术智慧地解决教育问题。北京大学贾积有教授从未来教师会失业

吗、学校会倒闭吗等问题出发，提出在人机共存时代，教育实践和研究一定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切实为学习者服务。河南大学

蔡建东教授分析了教育信息化推进常见的“技术—应用”和“问题—方法”两种路径在实践中的优缺点，并反思了研究对推进

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东北师范大学解月光教授探讨了高中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各要素的概念、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

对课堂中如何落实核心素养提出了建议。华东师范大学顾小清教授提出设计和开发支持深度学习的语义图示工具和设计语

义图示工具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并采用学习结果数据和学习过程数据进行检验。南京师范大学李艺教授从皮亚杰之发生

认识论出发，尝试寻找一条从认识论（哲学）出发梳理与素养培养相和谐的教育目标描述体系构建的新思路。浙江大学张剑

平教授认为从ＳＴＥＡＭ教育、博雅教育、亲子教育等多个视角，分析了博物馆学习在科学传播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当前博物
馆学习的若干热点。此外，会议还安排了青年教师、博士生等１０场论文发表，近１６０名代表参加了交流。

（赵慧臣供稿）

·００１·

李宝敏，祝智庭从关注结果的“学会”，走向关注过程的“会学”———网络学习者在线学习力测评与发展对策研究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