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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㾷]　元认知对于培养学生的倄䭢思维有䛹要作用。学习分析技术䕆䓳优化学习䃪计可以培养学生

的元认知喏提倄学习效益。文章䛳用基于䃪计的研究方法喏䓼用认知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学生

的学习行为喏并开展三䒚优化学习䃪计的实䌡喏最终形成䲎向学生元认知培养的学习䃪计䌛径。仂先喏文章

系统䬼䔜了实䃭研究的理䃦基础喝学习分析、学习䃪计、学习分析支持学习䃪计的内涵、学习分析支持学习䃪

计的理䃦框架等喞接着喏文章基于埃尔南德斯喋HeUninde]-Leo喌等提出的框架模型开展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䃪

计实䃭研究。任䄪教师和研究者相互协同喏研究者利用认知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分析学生的行为

数据并发现䬚䷄喏为任䄪教师提供支持学习䃪计的信息反亴喏协同任䄪教师优化学习䃪计。研究发现喝学习

分析可以为学习䃪计提供有效支持喏其䌛径是个有序䔙代的䓳程喏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元认知喞社会网络分析、

认知网络分析等工具为学习分析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喞研究者、䃪计者和任䄪教师组成的协作共同

体对于支持教师开展学习䃪计具有䛹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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䲎对䩅综复杂的世界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喏对

人类而㼬是一场挑战。教㗞希望培养出具有独立

判断㘩力、全䲎发展的人喏䔅是教㗞者和研究者共

同的理想。建构主义学习理䃦和社会文化理䃦的

研究者注䛹引导学生䔇㵸包含有元䃐知的协作知

䃲建构喏提升学生倄䭢思维喏以应对未来社会的挑

战和䔮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元䃐知是䃐知㘩力的

䛹㺭组成䘔分喏指学习䓳程中反思、理㼏、操纵和

䄯㞮䃐知活动的㘩力喋EfklideV, 2008; MeijeU eW al.,
2006喌。它包括两个组成䘔分喏即知䃲和㻰则

喋BUoZn, 1987喌喏对于学生倄䭢思维的培养尤为䛹㺭。

研究㶔明喏元䃐知往往伴䮻有意义学习和深度学习

而发生喏㘩够依动学生倄䭢思维培养喋PUinV eW al.,
2006; Van & Veenman, 2010喌喏尤其是在倄等教㗞䶲

域喏学生的反思和䄯㞮㘩力对于开展深度学习尤为

关䩚喋CoUnfoUd, 2002喌。学生对元䃐知的䃐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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㼏和䓼用会深刻影响其䃐知㘩力和㶔现喏但目前䄪

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关注教学内容而䲊学生学习策

略。学生元䃐知培养䰬㺭更显性化的学习䃪䃍喏强

䄯“为学习而䃪䃍”喏而䲊“䃪䃍学习”。学习䃪

䃍是学习单元的教学䓳程描䔜。学习单元可以是

一䬔䄪程、一㞮䄪或者一䶥学习活动。学习分析

的快䕋发展喏为学习䃪䃍提供了数据支持。它利用

技术工具䔩䍖学生学习痕䔥喏从学习活动和学习㵸

为中理㼏学习的发生喏并在此基础上叠加学生的㵸

为、态度、动机、结果和满意度数据喏助力学习䃪

䃍不断优化和完善。本研究基于学习分析和学习

䃪䃍理䃦喏探究学习分析支持学习䃪䃍的实施䌛径喏

以促䔇学生对元䃐知的䃐䃲、理㼏和䓼用。 

一、学习分析与学习设计
 

喋1喌学习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䕋发展增强了数字技术在教㗞

䶲域的渗䔻喏推䔇了分布式䃐知和在线学习的发展

喋SiemenV & Long, 2011喌喏使从大䛻数据中提取可操

作的信息成为可㘩喏学生学习经侸和学习㵸为的画

像也日渐清晰。研究㶔明喏基于䃭据的学习分析研

究和实䌡对于理㼏和优化学习䓳程是有益的

喋MangaUoVka & GiannakoV, 2019喌。
学习分析主㺭是利用技术䔩䍖学习者留下的

学习痕䔥喏从学习活动和学习㵸为分析中理㼏学习

的 发 生喋 SiemenV,  2013喌 。 学 习 分 析 研 究 学 会

喋SoLAR喌 将它定义为“是对学习者及其环境的数

据䔇㵸测䛻、收䯲、分析和报告喏理㼏和优化学习

及其环境喋Long eW al., 2011喌”。学习分析基于技术

的㻲㻾分析学习䓳程、学习活动和学习结果喏增䔇

对教学和学习的深层次理㼏喏为学习理䃦的发展提

供数据䃭据。反䓳来喏将学生学习䓳程、动机、态

度、结果及满意度加以分析喏并反亴给实䌡教学喏

有利于优化学习䃪䃍和提升教学效益喋MangaUoVka
& GiannakoV, 2019喌。沙提等喋ChaWWi eW al., 2012喌提
出了学习分析的四个维度喏即搜䯲、管理和分析什

么样的数据喋ZhaW喌喏目标受众喋Zho喌喏分析原因

喋Zh\喌喏如何分析喋hoZ喌。在此基础上喏格䰣勒和德

拉克塞尔喋GUelleU & DUachVle, 2012喌将研究扩展到

六个维度喏增加了内䘔䭼制和外䘔约束喏更强䄯教

㗞情境下的学习分析。

䰬注意的是喏学习分析具有以“技术”为䛹点

的属性喏不㘩㙝离学习环境喏且䰬㺭相关理䃦支持喏

比如整合学习分析的学习䃪䃍理䃦。没有理䃦的

支撑和学习数据的㼏䛶喏学习分析支持学习䃪䃍的

㘩力是有䭼的。从䔅个㻾度看喏学习䃪䃍䲊常䛹㺭喏

因为它为分析和㼏䛶学习数据、理㼏学习者㵸为

以及䔙代学习䃪䃍模式提供了理䃦框架。 

喋2喌学习设计

学习䃪䃍在䓳去十几年已引䊣了教㗞者和研

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学习䃪䃍根植于人们熟知的

教学系统䃪䃍喏包含分析、䃪䃍、开发、应用和䃰

价等喏䓳程是有序䔙代的。教学䃪䃍最早可䔩溯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发的大䛻系统化䄪程和培

䃙䶥目喏以对大㻰模人群开展快䕋、倄效的技㘩培

䃙。我国教学系统䃪䃍的发展喏特别是何克抗教授

等主编的《教学系统䃪䃍》的出版喏极大地推动了

研究和实䌡的发展。学习䃪䃍的产生取代了基于

㵸为主义和䃐知主义的教学䃪䃍喋GXVWafVon  &
BUanch, 1997; ReiVeU, 2001喌喏拥抱技术介导的社会建

构主义理䃦教学方法喋MoU & CUafW, 2012; GhiVlandi &
Raffaghelli, 2015喌。学习䃪䃍“应用方法、䉰源和

理䃦框架喏在给定的㗸景下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

喋MoU & CUafW, 2012喌。䔅不但定义了教学目标和教

学方法喏也促使教㗞者䕆䓳反思、决策改䔇学习䃪

䃍。学习䃪䃍䔄䃜录“学习任务和教学方法序

列”喏实现学习䃪䃍的可䛹用性和䓭移性喋Lock\eU
eW al., 2013喌。因此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喏学习䃪䃍

㷗定义为“学习单元的教学䓳程描䔜”喏䔅种学习

单元可以是一个小的学习活动喏也可以是一㞮䄪喏

䔄可以是一整䬔䄪程喋KopeU, 2006喌。
文献发现喏已有研究多专注于学习䃪䃍的原则喏

缺少对学习䃪䃍实䌡和效果的䃰估。学习分析最

䛹㺭的任务是促䔇对学习䓳程的理㼏喏并㼏䛶䔅些

理㼏喏丰富现有的理䃦喏以便在教学实䌡和学习环

境的䃪䃍中制定有效的措施喋GaãeYiü, 2014喌。䮻着

研究的持续深入喏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探究如何

使用学习分析促䔇学习䃪䃍。对教师而㼬喏技术的

快䕋䔙代使其䯪以保持对技术在实䌡中的䔮应和

有效应用。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在改变着学习者的

学习习惯和策略喏导㜠学习䰬求发生改变喋Conole喏
2013喌。根据史密斯和拉根喋SmiWh & Ragan, 2005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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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㻮点喏学习䃪䃍不只是“䃪䃍学习”喏而是“为

学习为䃪䃍”。学习䃪䃍关注开发方法和工具喏使

䃪䃍和教学䓳程尽可㘩系统和倄效喏䃕䃪䃍更容易

共享和䛹用喋PeUVico & Po]]i, 2015喌。因此喏如今的

教师或教㗞者比以往更䰬㺭及时实现技术䔙代和

提升䃪䃍技㘩。䮻着学习理䃦和技术的发展喏研究

者䄁图提供相应的理䃦框架和技术工具喏支持教师

对学习䃪䃍的反思、共享和䛹用喏使䃪䃍䓳程更加

系统喏䓪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喋EaUp & Po]]i, 2013喌。
然而喏学习分析与学习䃪䃍仍存在差䌉喏㶔现在

学习分析的结果并不符合教师的䰬求和关切喏以

及教学数据和具有价值的数据之䬠存在差䌉

喋MangaUoVka & GiannakoV, 2019喌。 

喋3喌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

䮻着学习分析的不断发展喏研究䛹点不再只关

注利用数据促䔇学生的有意义学习喏䲎向学习䃪䃍

的学习分析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习分析促䔇

学习䃪䃍的可㘩性㶔现在两个方䲎喝一是利用学习

分析促䔇䮼性教㗞向显性教㗞䒘变喋RienWieV eW al.,
2017喌喏二是将学习分析的结果䒘化为有意义的信

息喏反哺学习䃪䃍喋Lock\eU  eW  al.,  2013; PeUVico  &
Po]]i, 2015; MoU eW al., 2015喌。学习䃪䃍注䛹学生

的学而不是教师的教喏凸显了学习㵸为数据分析对

学习䃪䃍的价值。曼加罗斯卡和吉安纳科斯

喋MangaUoVka & GiannakoV, 2019喌将学习分析支持的

学习䃪䃍定义为“在特定环境下喏利用学习者与教

㗞者产生的数据发现两组人群的㵸为方式喏为实现

教学目标而开发䄒细的、可共享的、可䛹用的、与

学习有关的䃪䃍、实䌡、䉰源与工具”。学习分析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教师对学习䃪䃍的理㼏和探索喏

使教师有更多的实䉔性䃭据佐䃭他们的䃪䃍策略喏

探寻合䔮的教学方法。洛克耶和䕿森喋Lock\eU &
DaZVon, 2012喌展示了䕆䓳学习分析和信息反亴改

善学习䃪䃍的䓳程喏强䄯䃪䃍者利用学习分析完善

学习䃪䃍㺭有理䃦框架的支持  喋Lock\eU  eW  al.,
2013喌喏以实现学习分析、学习䃪䃍和教师等参与

者的相互支持和有效整合。 

二、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理论框架

学习分析和学习䃪䃍的整合䲊常䛹㺭喏不可缺

少喋BoV & BUand-GUXZel, 2016; Lock\eU eW al., 2013喌喏

教学数据和学习䃪䃍与实施之䬠的䔊接䰬㺭建立

理䃦模型。早期研究多㖆焦于学习分析支持学习

䃪䃍的实䃭研究喏䒯少关注学习分析整合学习䃪䃍

的理䃦框架。䮻着研究的深入喏学习分析整合学习

䃪䃍的理䃦框架开始出现。

侘丁内斯等喋MaUWine]-Maldonado  eW  al.,  2016喌
䬼䔜了学习分析整合学习䃪䃍的䓳程喏包括喝1喌䃪
䃍㻰划。其中喏教师扮演关䩚㻾㞞喏如䃪䃍教学䉰

源、教学方法、任务、策略和活动等喏学习分析为

学习䃪䃍提供支持喏改善学习䃪䃍喞2喌䄯㞮和管理喏

即基于学习分析的反亴䄯㞮和管理学习䓳程喞3喌䔮
应和干䶰。学习分析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关䩚信息喏

以对学习任务和活动䔇㵸䔮应和干䶰喞4喌䃐䃲和䃰

价喏即基于学习分析对学习䔇展䔇㵸可㻲化和开展

形成性䃰价。䄑䓳程囊括学习䃪䃍的各㺭素喏但目

的仍然是专注于学生的学习喏而䲊䲎向学习䃪䃍。

䄑研究也指出了教师㻾㞞的䛹㺭性喏定义了教师五

种㘩力喝䃍划、监测、支持、巩固和反思。

仅港大学罗和梁喋LaZ & Liang, 2020喌提出了整

合学习分析的学习䃪䃍框架。䄑框架分三个层次

五个维度喏包含䄪程、䄪程单元和学习任务三个层

次喞每个层次对应五个维度喏分别为学习分析䛻㻰、

数据类型、学习分析功㘩、学习分析技术和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喏研究人员基于案例分析喏归纳出七个

步俐来指导教师的学习䃪䃍。与传统的教学䃪䃍

相比喏䄑框架䬼明了不同层次的教学测䛻维度喏䰬

㺭什么数据、䓼用什么分析技术、涉及什么人员及

实现什么样的功㘩喏以优化和完善学习䃪䃍。䄑研

究为教师和学习䃪䃍者提供了各层次利用学习分

析促䔇学习䃪䃍的理䃦框架和操作程序。

埃尔南德斯等 喋HeUninde]-Leo eW al.,  2019喌提
出了䲎向学习䃪䃍的学习分析分层模型 喋Anal\WicV
La\eUV foU LeaUning DeVign喌喋㻭图 1喌。它䕆䓳三个

层次实现教学数据和学习䃪䃍之䬠的互动喏分别为

学习分析层、䃪䃍分析层和社区分析层。学习分

析层在最底层喏功㘩是䕆䓳㣣取当前学习䃪䃍条件

下的学习㵸为数据喏包括参与、䓳程和成就等喏帮

助教师反思学习䃪䃍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喏增强学习

䃪䃍的意䃲喞䃪䃍分析层关注学习䃪䃍者的㵸为和

活动喏包括学习活动、工具、䉰源等喏以供学习䃪䃍

者反思和优化䃪䃍喞社区分析层搜䯲和处理教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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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参与学习䃪䃍活动的数据喏支持个人和䯲

体对学习活动䃪䃍䓳程的反思喏包括开发工具、䃪

䃍䛹用以及协作等喏目的是建立䲎向学习䃪䃍的协

作氛围和组织结构喏以促䔇创新想法的分享和提升

䃪䃍水平。三个层次相互作用喏相互支持。

本研究以培养学生的元䃐知为目标喏基于学习

单元或活动开展学习䃪䃍实䌡喏改善学习䃪䃍同时

促䔇学生对元䃐知的理㼏和䓼用。䔵择的框架和

模型主㺭依据教师和䃪䃍者的理䃦水平和技术特

征。本研究探索研究者和教师以共同建构的方式

开展学习䃪䃍喏特䔵取埃尔南德斯等的框架模型作

为学习䃪䃍实䌡的理䃦依据和实施䌛径。 

三、面向元认知培养的学习设计
 

喋1喌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教㗞技术学专业核心䄪程教学系统

䃪䃍为例喏以大学二年级的 39名学生喋9个学习小

组喌为研究对䆍。教学䛳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教

学方式。线下学生听老师䃞授、参与䄪堂活动喏如

小组合作、头㘽䷺暴、作品汇报等喏线上学生依托

在 线 学 习 平 台-知 䃲 䃦 坛 喋 KnoZledge  FoUXm喌

喋ScaUdamalia,  2004;  ScaUdamalia  &  BeUeiWeU,  2014喌 喏

参与主䷄式探究及反思等。授䄪教师具有教㗞学

博士学位和六年教学经侸。研究者系学习科学与

技术博士研究生。学习分析由研究者䉋䉏喏研究者

会及时把分析数据反亴给授䄪教师。学习䃪䃍由

授䄪教师和研究者基于学习分析结果共同完成。

本研究在实䌡中执㵸学习䃪䃍喏搜䯲各类学习㵸为

数据喏根据学习分析结果反亴指导下一䒚学习䃪䃍喏

操作流程按照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䲎向学习䃪䃍

的学习分析分层模型䔇㵸䃪䃍。 

喋2喌学习分析工具

本研究䛳用社会网络分析喋SNA喌和䃐知网络

分析喋ENA喌作为学习分析工具。社会网络分析主

㺭用于分析学生在知䃲䃦坛的㶔现喏包括回复的帖

子和查看的帖子喏以探究学习活动中学生之䬠的䔊

接和参与㶔现。䃐知网络分析是一种用于䃲别和

䛻化编码数据中元素之䬠的联系喏并用动态网络模

型䔇㵸㶔示的方法。䃐知网络分析䕆䓳建立学习

活动中学生的知䃲、㘩力及其元䃐知之䬠的䃐知

联系喏呈现学生䃐知水平的变化。本研究围绕教学

系统䃪䃍䄪程中学生䰬䓪成的知䃲、㘩力目标建

立䃐知网络分析编码㶔喏探究学生元䃐知发展喋㻭

㶔一喌。 

喋3喌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设计实践

本研究使用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学习分析分

层模型喏䃪䃍系列显性化学习活动喏开展基于䃪䃍

的研究喏䕆䓳三䒚䔙代䔇㵸学习䃪䃍以促䔇学生元

䃐知的培养。

䃪䃍 1喝学生对知䃲形成初步䃐知和反思。䄪

前学生基于知䃲䃦坛平台发布关于教学系统䃪䃍

知䃲目标的初步䃐知喏䄪后结合教学实䌡䔇㵸反思。

反思活动结束后喏研究者基于䃐知网络分析编

码㶔分析学生的䃐知和反思喋㻭图 2喌。
左上图显示喏与初步䃐知相比喏学生在教学实䌡后

的反思䃐知密䯲程度略有增加喏䄠明学生䔇㵸了反思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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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䶘向学习䇴䇗Ⲻ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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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积极性䒯弱。䕆䓳社会网络分析图喋㻭图 4左上喌可

以看出喏学生相互之䬠的联系䒯少喏参与性不强。䕆䓳

右上 X小组反思活动前后对比可以看出喏M喋元䃐知喌

极喋点变大喏䔊接线变清晰喌增䪫明显喏䄠明学生整体反

思有增䪫。根据学习分析信息反亴喏后续学习䃪䃍䰬

㺭㼏决以下几个䬚䷄喝一是学生反思参与度不倄喏可㘩

归因于学生之前固有的学习经侸喏不习惯于反思学习

䓳程喞二是学习反思主㺭关注对知䃲的反思喏即反思㜖

己所学的知䃲喏但缺少对䃐知䓳程和策略的反思喏元䃐

知䄯㞮更为缺乏。

䃪䃍 2喝利用学习支架促䔇学生反思。教师依

托知䃲䃦坛䃪䃍反思支架喏学生借助支架䔇㵸反思。

 

ᛪ一    ᝢ知网络分析编码

㐠度 ≷䛻指标

䄪程目标
知䃲喋K喌

概念、特点、理䃦基础、目标、学习者特征、模式、

策略、方法、环境喋䉰源、技术、媒体喌、䃰价、案

例、䃪䃍

㘩力喋S喌 合作、协作、䬚䷄㼏决、分析、䃰估、创新

元䃐知喋M喌
反思喝知䃲、策略、䃐知䓳程

䄯㞮喝䃍划、目标䃪定、监控、管理、䃰价

 

৽ᙍਾ ৽ᙍࡽ

৽ᙍࡽ ৽ᙍਾ

৽ᙍਾ ৽ᙍࡽ

⌞：⛯代㺞Ḇ个ᶷ，⛯䏀大䘔㓵䏀᱄ᱴ，䈪᱄其密度䏀大，学⭕在䘏个䇚⸛㔪度Ⲻ㺞⧦䏀好，产⭕了䇚⸛㚊㌱。K代㺞⸛䇼，S 代㺞㜳力，M 代㺞元䇚

⸛。左上为᮪体前后对∊，右上为 X小㓺反思前后对∊图，下䶘两张分别ᱥ X小㓺前后Ⲻ䇚⸛㖇㔒图。

图 2    反思前后Ⲻ䇚⸛㖇㔒分᷆ 

 

⌞：左图为使⭞反思支ᷬ前后对∊，右图为 X㓺反思前后对∊

图 3    䇚⸛㖇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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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支架从三个维度展开喏分别为喝你学到了什么

喋含知䃲、㘩力、情感等喌喞你有什么䬚䷄、困惑喏䔄

想了㼏什么喞你䃍划如何㼏决你的䬚䷄、困惑和想

㺭了㼏的内容。

由图 3可以看出喏学生反思开始往纵深发展。

反思支架支持学生开始反思㜖己的䃐知䓳程和䃐

知策略喋M.Ref.S喌喏㘩够基于䃐知策略䔇㵸元䃐知

䄯㞮喏制定学习䃍划喋M.Reg.Pl喌、䃪定学习目标

喋M.Reg.Go喌等喏比如“制作思维导图构建所习得的

知䃲喏形成框架”“用例子加深理㼏”“与新的知

䃲建立䔊接”等。X小组反思前后喋㻭图 3右喌的

对比也印䃭了䔅一结䃦。学生在反思支架的支持

下喏总结习得的知䃲喏反思䃐知䓳程。更䛹㺭的是喏

他们在反思中会发现一系列䬚䷄和䃐知失㶍喏包括

䔣失概念、知䃲缺失、䃐知䯈碍喋方法、策略喌等喏

不安全感䮻之产生。䔅些䃐知失㶍和不安全感㜖

然而然地引导学生寻求㼏决方案喋䃍划、目标䃪

定喌。与此同时喏也出现了一个制约学生反思发展

的䛹㺭因素²²缺乏协作性反思。前两䒚的学习

䃪䃍关注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反思喏缺乏䯲体协作。

社会建构主义理䃦䃐为知䃲不仅是个体主动建构

的喏䔄强䄯学习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㗸景下与周围

的环境相互作用㣣得的。由此喏本研究提出了以下

䃪䃍。

 
 

1. њփ৽ᙍ

2. 㓴৽ᙍ 3. ॿ৽ᙍ

图 4    ⽴会㖇㔒分᷆喋1 为个体反思，2为㒘内反思，3为协作反思喌
 

䃪䃍 3喝以案例为导向开展䯲体协作反思。单

纯䃞授教学系统䃪䃍相关理䃦知䃲喏对学生而㼬是

枯燥的喏学习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本䒚以案例为导

向引导学生参与䯲体协作反思喏发㶔㻭㼏喏䬱䄧他

人的㻮点喏对别人㻮点䔇㵸䃰价和反亴喏并对䃐知

䓳程䔇㵸䯲体协作反思。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测䛻学生协作参与度的

有效方法。本研究搜䯲了学生帖子创建数䛻、回

复数䛻、㻮看数䛻喏以及反思支架的使用情况等数

据喏其中回复数䛻最㘩体现学生之䬠实䉔性䔊接

喋包括内容和关系喌喏因此本研究主㺭呈现学生回复

帖子的社会网络分析图展示协作学习䮻时䬠变化

的䔇展程度喋㻭图 4喌。由此可知喏在个体反思䭢段喏

学生之䬠联系少喏大䘔分人䘩是孤立的喏学生反思

㵸为呈独立性喞到组内反思䭢段喏学生之䬠的䔊接

开始汇㖆喏形成三个明显的联系组织喏小组之䬠因

为探究主䷄的相关性产生或多或少的联结喏学生反

思㵸为开始呈现组织性喞到协作反思䭢段喏学生开

始䯲体反思。䮻着反思的䔇㵸喏学生之䬠的联系愈

发紧密喏䌔䊶了组䬠的䯀䬮喏䔇入䯲体协作学习活

动喏学生反思㵸为呈䯲体性。然而喏社会网络分析

中心度也㶔明喏协作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扩展

的空䬠。对于强䄯社会沟䕆㘩力和䬚䷄㼏决㘩力

的知䃲社会喏协作学习和知䃲建构对培养全䲎发展

的人作用䛹㺭。后续的学习䃪䃍也将促䔇学生协

作知䃲的建构和元䃐知培养。经䓳三䒚学习分析

支持的学习䃪䃍喏本研究确定了䲎向元䃐知培养的

学习䃪䃍模型喏即学习支架支持的协作性反思。后

续教学中喏学生不断䔮应和强化协作性反思实䌡喏

增强知䃲习得、㘩力䓪成及提倄元䃐知水平。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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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㘩力具有䓭移性。当学生感受到元䃐知㘩力提

升带来的益处和成就感后喏在参加其他䄪程或者䶥

目时便会有意䃲地䔇㵸反思和䄯㞮喏加强对知䃲的

理㼏和加工。 

四、结论与讨论

䕆䓳对学习分析、学习䃪䃍及学习分析整合

学习䃪䃍框架等相关理䃦的梳理和学习䃪䃍实䌡喏

本研究得出的结䃦如下喝

喋一喌学习分析支持元䃐知培养的学习䃪䃍䌛

径是个有序䔙代的䓳程

本研究基于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理䃦模型䃪

䃍了学习分析支持学习䃪䃍的实施䌛径。研究者

䕆䓳学习分析层㣣取当前䃪䃍执㵸条件下的学习

㵸为数据喏分析数据和可㻲化呈现分析结果喏协同

任䄪教师反思学习䃪䃍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喏最后把

结䃦反亴到䃪䃍分析层喞在䃪䃍分析层喏任䄪教师

和研究者根据学习分析结果反思学习䃪䃍喏即䃪䃍

方法、策略和活动喏以㼏决教学䬚䷄喏并䔇入下一

䒚学习䃪䃍喞在社区分析层喏研究者反思䃪䃍䓳程喏

增强䃪䃍的䛹用性。更䛹㺭的是喏研究者和任䄪教

师建立㞛性的合作氛围喏促䔇学习䃪䃍的创新、分

享和提升。

喋二喌学习分析为学习䃪䃍提供了有力的信息

支持

䔅主㺭是根据所学单元的特点喏䔵择合䔮的学

习分析工具对学习㵸为数据䔇㵸分析和可㻲化呈

现喏为学习䃪䃍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反亴喏并从中

发现学生学习㵸为、教学策略和学习䃪䃍中存在

的䬚䷄喏制定相应的方法和策略喏以优化和完善学

习䃪䃍。本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和䃐知网络分析工

具分析学习㵸为数据喏为学习䃪䃍的优化和完善提

供信息支持。

喋三喌编码和学习分析工具为学习分析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

关联学习䃪䃍的信息䮼㫻在学生学习㵸为数

据中喏䰬㺭技术工具䔇㵸显性化处理喏把它䒘变为

可䃲别的信息符号喏以䃲别学习䃪䃍和学习䓳程中

存在的䬚䷄。学习㵸为数据䰬借助编码和学习分

析工具䔇㵸处理喏研究者可䕆䓳编码从冗余数据中

䃲别出有效数据喏借助学习分析工具对编码数据䔇

㵸显性化呈现。本研究先利用编码提取不同䃐知

维度的有效数据喏再利用社会网络和䃐知网络分析

等工具䔇㵸可㻲化呈现喏以发现其中存在的䬚䷄。

喋四喌学习分析支持学习䃪䃍框架的使用应具

有一定的㜖由度。框架使用的㜖由度因人而异喏不

同的人专业素养不同喏对技术的敏感度和熟练度有

异。因此喏初期喏教师应仂䔵䔮合的模型和技术工

具喏䕆䓳实䌡和䔙代的方式加强䃐知喏然后䮻着时

䬠和经侸的积累喏再寻求理䃦和技术䓥界的扩展。

喋五喌教师作为学习的䃪䃍者和执㵸者作用䲊

常关䩚。教师理念决定了教学䓳程䖡循的䌛径。

教师对学习䃪䃍不应一以䉛之喏应秉持开放的态度喏

为了学习而䃪䃍喏而不是为了教学而䃪䃍。本研究

提及的理䃦框架可以作为学习䃪䃍䌛径为教师提

供指导和支持喏包括数据类型、分析工具和方法、

分析功㘩等。教师应建立对学习分析、学习䃪䃍

及理䃦框架的初步䃐知喏根据㜖䏗特点䔵择䔮合的

理䃦模型䔇㵸教学实䌡喏然后根据研究目的喏有䦴

对性地䔵择学习数据喏利用学习分析㣣取有价值的

信息喏完善学习䃪䃍。

喋六喌建立研究者、䃪䃍者和教师组成的协作

共同体

学习分析支持的学习䃪䃍䰬㺭研究者喋分析

师喌、䃪䃍者和教师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氛围。

在埃尔南德斯等提出的分层模型中喏社区分析层的

参与者是教师和相关人员。根据本研究实䌡经侸喏

䔅些相关人员㜟少应包括学习分析师或研究者喏以

完成对学习数据的搜䯲和分析。否则喏教师凭借一

己之力䯪以完成䔅䶥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喏因为䔅不

仅涉及学习新的学习䃪䃍理䃦喏䔄包括使用新的学

习分析工具喏对很多老师来䄠喏是䯪以独立完成的。

构建研究者喋分析师喌、䃪䃍者和教师的协作共同

体是㼏决䔅一复杂䬚䷄的有效䕀径喏对于教师专业

发展亦有所㸔益。

总之喏䲎向学习䃪䃍的学习分析理䃦与实䌡是

一䶥系统工程喏涉及多学科的䯲体协作㵸为喏其研

究对于推䔇教学改䲕和学生培养䲊常有益喏也䲎临

䄤多挑战。

仂先䲎临的是教师的挑战。技术快䕋䔙代喏教

师很䯪保持对技术的䔮应。数字技术的普及也在

改变着人们的学习习惯和策略喏教师䯪以应对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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䃦、研究、䃪䃍到分析等䄤多挑战。因此喏如今的

教师或教㗞者比以往更䰬㺭掌握学习䃪䃍理䃦喏了

㼏技术的䔙代。比如喏罗和梁的理䃦模型喋2020喌提
及的学习䃪䃍理䃦、分析方法喋内容分析、社会网

络分析、䄙义分析和会䄉分析喌以及分析方法对学

习䃪䃍的䶰测功㘩等。

其次是教师协作共同体的构建。䮻着学习科

学的发展喏教师专业发展开始加䕋䔇入深水区。建

立教师协作共同体喏是有效提升教师学习䃪䃍㘩力

的必㺭䕀径喏也是学习科学的䛹点研究䶲域喋MoU
& MogileYVk\, 2013喌。䔅是未来缓㼏教师挑战和促

䔇专业发展的䛹㺭䌛径喏即䕆䓳䯲体智慧、分工协

作喏共同促䔇教师专业发展。

最后是对未来技术和教学平台的希冀。䮻着

技术的快䕋发展喏教学平台功㘩日益完善喏数据分

析模块㷗广泛嵌入学习管理系统。但纵㻮其功㘩喏

均以描䔜性数据统䃍分析为主喏少数具有社会网络

分析功㘩喏无法实现䄙义分析和内容分析。也就是

䄠喏现有教学平台数据分析模块不㘩为学习䃪䃍提

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另外喏声䴟䃲别、䄙义分析和

㜖动编码技术日䊷成熟喏为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㜖

动实现对教学数据喋䓳程性数据、主㻮性数据等喌

的䄙义分析和内容分析喏并可㻲化呈现给教㗞者和

研究者提供了技术可㘩。㺭特别指出的是喏㜖动编

码技术是实现原始数据可㻲化呈现的关䩚喏它可䄧

取有价值的信息喏对抽取编码后的数据䔇㵸可㻲化

处理喏直㻮反亴给学习䃪䃍者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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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LULcaO ReVeaUch RQ LeaUQLQg AQaO\WLcV SXSSRUWed
LeaUQLQg DeVLgQ fRU MeWacRgQLWLRQ LQ HLgheU EdXca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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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WacogniWion  pla\s  a  crXcial  role  in  cXlWiYaWing  sWXdenWs'  higher-order  Whinking.  This
paper adopWs design-based research Wo opWimi]e learning design WhroXgh learning anal\Wics. The paper
illXsWraWes Whe Wheor\ aboXW learning anal\Wics, learning design, learning anal\Wics for learning design,
and  Whe  concepWXal  frameZork  of  learning  anal\Wics  for  learning  design.  Then  empirical  research
folloZed Wo demonsWraWe Whe commiWmenW of learning anal\Wics Wo faciliWaWe learning design WhroXgh SNA
and ENA. The finding shoZs WhaW learning anal\Wics coXld be effecWiYe and efficienW for learning design.
The  commXniW\, inclXding  researchers, edXcaWors, and  designers, pla\s  a  cenWral  role  in  sXpporWing
Weachers' learning design effor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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