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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奪学

在线学 习 的核心要义与转型路 向

艾 兴 ， 曹 雨柔

（西南太攀 教蒼拳鄯＞置庆 扣》 ７ １ ５ ）

摘要 ：在线学 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 兴起 ， 打破 了 传统学 习 的 时空局 限 ， 为

当前的学 习 创新带来 了新的机遇 ， 受到 人们 的 广泛关 注 。
后疫情 时代的课程与教学

改革需要进一步加深对在线学 习 的认识和理解 。 本文基于学 习发展的形态变祀 ， 对

在线学 习 的 内 涵与特征进行阐述 ， 并基于在线学 习 对学 习 的价值意义 、 学 习方式 、

学 习形 态和空 间 等方面 的转型进行探究 ， 旨 在促进学 习生 态的 新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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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７

从虚拟学习 到移动学：习再到泛在学习 ， 都离

不开在线学习的发展和演
－

变 ，

’

８

在Ｈ学习将成为

未来人们学石的重要隹径
”

，
１
］

它是
一种更新敢远

程学习 ，

＂

改善了被描述为非传统和被剥夺权利

的学习
１

者获得教育的机会 然而 ， 在线学习到

底是
一种怎样的学习 ， 需要我们深度解读和輋ｔｆ

认谋 。

一

、
从传统学 习 到在线学 习

在线学习是随着多媒体网絡与现代通信技术

的迅猛发展以 及在．远程教育领域的广泛运 ．用而发

展起来的 ， 它与传统学习形成鲜萌对比 ， 理解在

线学习的内涵特怔离不开对学习ｍ发展历：程的

梳理 。

（
一

） 学 习 的产 生与发展

学习作为人类历史的现象或事实 ， 是人类的
一

种普遍行为和生话方式 ， 它与社会中的教育 问

题息息相关 。

“

学习 的发生机制揭承了杜会中教

育文化的种种问题 ， 强调从复杂性境脉和实践维

度考虑敎育发展的出路 。

’

■从终身学习理念到学

习型社会建立 ， 从教育改革到社会转型 ， 參．ｇ越

来越成为
一个高频的关键词 》 而我们対学习的认

识 ， 也经历了
“

学习是反应的强化
” “

学 习是知

识的获得
＃ ＂

学习是知识的建掏
” ＂

学习指知识的

社会协商
” ＃

荸硬暴：參与实践共同体 ”

的变迁

过程 。

传统的学习侧重正式学习 ， 即
“

学习者在正

规教育体制中的学习活动
”

，

［
４
］它多是

一种狭义慕

面的学刃 ， 其重点关注学校制度玮境卞餘參生參

习行为 。 学习与生存的关联薄弱 ， 同教师的 日 常

餐藥相匹配 ， 表现出
“

以政策规定学习 内容 ，
以

作息时间表规定学习节奏 ， 以教师课堂教学引导

學习行为的发生 ， 以评估和检测制虔引 导參另 的

方向
”

ｍ这一显著特点 。 学习被视为反应的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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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塑造以及知识的获得 ， 脱离了学习者的经

验以及生活世界 ，

一味地强调理性的 、 显性的知

识 ， 对隐性的 、 Ｓ犬会知识视而不见 ， 关注个体的

学习过程 ， 而忽视学习 的社会文化情景以及社会

性协作 。 在学 习方式上 ， 传统学 习 多指 向
一种

“

维持性学习
”

， 把掌握相应的技能和行为 ， 适应

已知 的 、 可预测的问题情景作为教学 目标 ， 多以

过去的经验为参考 ， 学 习行为表现出
一

致性或相

同性 ， 教与学的内容是既定的 ， 信息的流通是 自

上而下的 、 单向地从教师传递到学生 ， 学习过程

很难实现交互性 、 协作性 。 在师生关系上 ， 教师

通常作为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角色 出现 ， 是信息的

传播者 、 讲授者或组织 良好的知识体系的呈现

者 ， 学习者多 以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角色出现 ， 表

现出接受的 、 复述的 、 竞争的 以及指令性的学习

特征 。

与传统学 习不 同 ， 在线学习基于
一

种社会学

视野 中的认识 ， 侧重广义层面的学习 ， 聚焦社会

性行为 。 学习与生存问题紧密联系 ， 是人与环境

保持平衡 、 获得生存价值与发展意义的必要条

件 。 人类社会发展史实 际上就是
一

部学 习发展

史 ， 学习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 而社会和科

技的进步也推动着传统学习 向在线学习演进 。

（
二 ） 在线学 习 的概念流变

人类学习方式经历 了文字 、 印刷方式和信息

技术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 以

互联 网和万维 网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把

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 ， 学习

无论是规模 、 效率还是交互性都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 。 随之
“

学 习型社会
”

兴起 ， 终身学习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 ， 强调学习支持的
“

第三代远程教育

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成为第
一

代在线学习 ， 即 以异

步学 习为主的在线学习
”

。

［
６
］

在线学习 的概念兴起于美国 ， 是对在线学习

（Ｏｎｌ ｉｎｅｌｅａｒ ｎｉｎｇ ） 、 网 络学习 （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 电

子化学 习 （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等术语的翻译 。 有研究

把在线学 习的要素分为 四类 ： 技术驱动的 、 面向

信息传递的 、 面向沟通的和有关教育范式的 。

［
７
］

早期 的
一些学者通常将在线学习描述为通过使用

某种技术来获得学 习经验 。 如 Ａｌｒａ ｉｍ ｉ 与 Ｃｉｄｒ ａｌ

强调在线学习 的技术媒介或技术背景 。

［
８
］

而另
一

些研究者将它视为
一

种沟通 、 互动和协作工具 。

？６ ０？

如 Ｍｏｏｒ ｅ 将在线学习视为
一种较新的远程教育 ，

认为它提高了被剥夺权利的学习者获得教育的机

会 。

［
９
］

但远程教育与在线学 习存在很大不 同 。 较

之远程教育 ， 在线学习更具知识的建构性和交互

性等特征 。 如 Ｃｈａｎｇ 与 Ｔｕｎｇ关注学 习资源的可

获取性 ， 强调在线学习是
一

种信息系统 。

［
１°

］ 欧盟

对在线学习的定义则涵盖了这两种类型的特点 ，

指出
“

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利 用新的多媒体技术和互联

网 ， 通过使用便捷的设施和服务 ， 进行远程交流

和协作 ， 提高学 习 质量
”

。

［
１ １

］

就 国 内而言 ， 对在

线学 习的界定侧重于认为它是
一

种新的学 习方式

或是对现有教育 范式的改进 。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是
“

指

通过因特网或其他数字化内容进行学 习与教学的

活动 ， 它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 、 具

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 富资源 的学 习 环境 ， 实现

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
；
这种学习方式将改变传统

教学 中教师的作用和师生之间的关系 ， 从而根本

改变教学结构和教育本质
”

。

［
１ ２

］

二 、 在线学 习 的属性与特征

（

一

） 在线学 习 的属性

最早的完全在线课程于 １ ９ ８１ 年开始 ， 这

种新的教育范式影 响了各级教育层次的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 。 早期 的在线学 习 更像远程教育的
“

复制
”

， 多是
一

种基于文本的教学讲座 。 随着技

术的发展 、 应用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 在线学习

有了更多的形式 ， 如电子化学习 、 网络学 习 、 数

字学 习 （
ｄｉｇｉ ｔａ ｌｌｅａｒ ｎｉｎｇ



） 、 基 于 网 络 的学 习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ｂ ｂ 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

、 虚 拟学 习 、 分

布式学习等 。 如上 ， 不难发现在线学 习是
一个开

放且动态发展的概念 。 作为研究者 ， 我们应该以
一

种开放的 、 动态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在线学习

的内涵及特征 。

远程教育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被纳入学习过

程而出现 、 发展 ， 在线学习是远程教育的继承和

发展 。 正如 Ｍ ｉ ｃｈａ ｌｅＰｏｗｅｒ 指 出的 ，

“

远程教育

应向在线学习发展 。

”
［
６
］ 三者具有共同的属性 ：

一

是
“

远距离
”

。 相较传统学 习 中 面对面教学 ， 远

程教育和在线学习都假设教学者和学 习者存在物

理上的距离 。 远程教育意味着学习者与教育者之

间存在一种
“

物理分隔性
”

， 在线学 习 的
“

远距

离
”

则呈现出
一

种
“

时空分离性
”

， 学习 不仅可



以发生在不 同的地域空间 ， 还可以发生在不同 的

时段区间 ， 学习的方式既可以是 同步的 ， 也可以

是异步的 。
二是技术支持 。 无论是传统远程教育

还是在线学习 ， 都强调通过某种技术访问学习 内

容或资源 。 二者的不 同之处在于
“

交互性
”

， 与

传统的远程教育不同 ， 它面向内容的传递和独立

的学习 ， 在线学习 面向沟通 ， 强调学 习者 学 习

者 、 学习者 教学者 、 学习者 学习环境 、 学 习

资源 学习环境 、 个人 社会等多维度的交互联

结 ， 它改变了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 。 学 习

者的 自 我管理 、 监控能力被视为成功 的在线课程

的重要基础 ， 教学者的角色功能也必将发生重要

的转变 ， 如
“

放弃教学者在传统课堂 中所拥有 的

控制权 ， 从而承担起更为被动和非指导性的角

色
”

。

［
１ ４

］ 换句话说 ， 在线学 习情境需要教学者更

具
“

支持性
” “

引领性
”

的角色功能 。

我们认为 ， 在线学 习 是远程教育 的
一

种形

式 ， 它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数字化 内容进行教与学

的交互式活动 ， 以促成数字化背景下人和环境的

共同改变 。 在线学 习 的 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第
一

， 作为远程教育的
一

种形式 ， 在线学习允许

教与学发生在不 同时间 、 不同地点 ； 第二 ， 在线

学习依托互联网或其他数字化内容 ， 既是信息技

术发展的成果 ， 也是学 习对象和技术工具的人本

化推演 ； 第三 ， 在线学 习 旨在实现
“

学习主体与

学习环境的双向建构与整体生成
”

［
１ ５

］

， 数字化环

境支持下的多样学习方式能够最大化体现学习者

的个性化学 习特征 ， 通过支持和增强学 习过程 ，

可以实现学习者的生命成长 ； 学 习者的学习 活动

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实践活动 ， 推动着整个社

会的发展更新 。

（
二 ） 在线学 习 的主要特征

从电子化学习 、 数字学习到泛在学习 、 移动

学习 和微学习 ， 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赋予在线学 习

环境以技术性特征 ， 而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也得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 较少地受到时空结构的物理

限制 ， 学习呈现出超时空性特点 。 在这种学习环

境 中 ， 技术与学习主体之间可以达到空前的和谐

统
一

， 学习活动表现出较强的交互性 、 自 主性 以

及协作性 ， 并最终指向学习主体的生命成长和 自

我意义构建 。

其
一

， 技术支持的 ， 指 向学 习 主体的人本

化 。 无论是早期 的 网络学 习 还是新兴的移动学

习 ， 都是作为一种发生在学习者与教育者之间 的

学 习形式 ， 它们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可以在不同 时

间或地点实现 。 得益于通信网络技术的出现和移

动设备的换代 ， 移动学习作为新兴的在线学习形

式 出现 ， 它既是数字化学习 的延伸 ， 也是远程学

习 的发展 。

［
１ ６

］

随后微学 习 、 微课程 、 翻 转课堂

（
ＦＣＭ） 、 大型开放式 网络课程 （

ＭＯＯＣ ） 、 小规

模限制性课程 （ＳＰＯＣ） 等大量涌现 ， 不断冲击

着教育领域 ， 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教育改革

中 的技术力量 。 技术正在引起怎样的教育变革 ？

如何看待技术对教与学的变革作用 ？ 学习如何发

生转变 ？ 纵观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程 ， 我们可以

发现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
一

个从硬件到软件 ， 从

学 习方式到学习理念的渗透变革过程 ， 技术与教

学实践也在不断地双 向融合 、 彼此促进 。 技术可

以通向教学 目标 、 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 ， 实现教

学实践的优化 ， 但是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将给教学

实践带来机械化风险 ， 导致对学习 中
“

人
”

的主

体力量的遮蔽 。

其二 ， 交互的 ， 强调交流 、 沟通与协作 。 在

线学习拥有的 巨大信息资源可以突破教学的时间

限制 （如每个课程规定的课时 ） 以 及距离限制

（如传统学习 中的面对面教学 ） ， 使其具有交互的

生产力和创造力 。 信息技术作为在线学习 的交互

性 中介 ， 实现了学习者 学习者 、 学习者 教学

者 、 学习者 环境等多维度联结 ， 以学习者为中

心 ， 既包括其内部心理 、 情感等多方面互动 ， 又

强调外部学习行为与 内容的深度互动 。 随着学 习

分析技术和大数据的充分利用 ， 学习被视作在线

学 习过程中的
一种深刻的个人体验 ： 我学习是 因

为我想学 习 ， 体现为对在线学习 的满意度 。

“

学

生满意度是学习者在教育环境 中对其学习经历的

感知价值
”

，

［
１ ７

］ 学 习者 教学者 间 的互动性则是

影 响学习者满意度的决定因素 。 此外 ， 在线学 习

的交互性还推动着教学者的角色转换 ， 由学习 内

容的分发者转向学习的促进者和能力评估者 。

其三 ， 时空分离的 ， 学习走向无边际化 。 互

联 网 、 人工智能 、 大数据等网络信息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运用随着在线学习的不断推进而逐渐走 向

纵深 ， 促使着学习环境也随之发生变革 ， 表现 出

无边际化的特征 。 学习 的物理空间 （如教室 、 图

？６ １？



书馆 、 户外活动场所） 、 数字空 间 （如 ＬＭＳ 、 多

媒体网络学习平 台 ） 和虚拟空间可 以有效对接 ，

改变 了学 习的时空结构 ， 学习外部时空更具开放

性 ， 学习 内部空间也更具延展性 。 学习者可以 自

由地体验学习 、 探究学 习 ， 其身体不受时空拘

束 ， 学习也变成无时不有 、 无处不在的行为 ， 甚

至成为人们的
一

种生活方式 。 因此 ， 立足学习者

生活世界的发生性和即时性 ， 如何实现物理 、 信

息 、 情感和技术等多个层面的整合 ， 以 构建一个

支持学习者生命成长的在线学习环境 ， 这将成为

未来研究的重点 。

其四 ， 自 主性的 ， 向 自适应学习 转变 。

“

学

习方式的本质就是学生 的生存方式 ， 是学生 自 我

更新时所表现 出来的样式 。

”
［
１ ８

］

在线学 习反映了

学习者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发现和寻找 自我生存的

价值和意义 。 而 自 主性往往被视为学习者 自 我生

存和 自我更新的前提和基础 ， 体现为学习者的 自

我监控 、 自我调整 、 自 我指导以及 自 我强化 。 受

学习时空结构改变的影 响 ， 学习 的场所由传统的

教室等物理场所转 向网络的虚拟空间 ， 学习情境

更具复杂性 ， 师生之间较难达成
一

种
“

异步
”

的

教与学状态 ， 要求学习者具备较强的 自 主学习能

力 。 移动学习 、 云计算和 ＡＲ 的深化融合 ， 进
一

步推动 自 主学 习转 向
“

用人工智能代替教师进行

指点 ， 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学 习
”

［
１ ９

］

的 自适应学

习 。 学习者可 以 自 我监督 、 控制 以及 自 主调整学

习进程 ， 拥有何时 、 何地和如何学习 的权利 ， 能

够按照 自 己的兴趣以行为和认知的方式参与学习 ，

根据 自 己 的学习 目标来调整学习经验的感知价值 。

三 、 在线学 习的转型路 向

“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
一

场
‘

学习的革命％ 我

们将彻底改变几个世纪 以来已经 习以为常的 、 旧

的 、 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 ， 创造出
一种在

真正意义上尊重人的主体性 、 激发人的创造性 、

相信并注意开发人的潜力 、 便于人与人交际与合

作的崭新的教育观念和学习模式 。

”
［
２ °

］现在 ，

“

疫

情黑天鹅
” 一

瞬间让中 国乃至全球众多学校教育

按下 了暂停键 ， 在线学 习逐渐成为
“
一

种常态
”

。

在线学习 的个性化 、 自 主化 、 技术性 、 交互性以

及对时空结构的改变必将 引起
一场新的学 习 转

型 ， 让学 习的价值和意义回归人的主体性 ， 教学

？６ ２？

研究的重点将从如何教转变为如何学 ，

“

从结果

转向过程 ， 从机械操练转 向理解 和运用
”

；

［
２ １

］ 将

实现学习形态和空间的多维延展性 ， 关注学习者

体验的高阶临场感 ； 将使学 习方式更具灵活 自 主

性 ， 体验技术在学 习中 的角色功能也将得到充分

发挥 。

（
一

） 学 习 的价值和意义回归人的主体性

在线学习到底是
一

种怎样的学习 ， 它是否改

变了人的主体性存在？ 我们对在线学 习的关注 ，

不能仅停留在学习现象本身 ， 而是要反思 、 理解

学习背后的价值意义 ， 即学习 中存在者的 问题 。

它依托学 习 者与 学 习 活 动事 实 ， 最终反映 出

“

人
”

的价值意义 。 在线学 习是信息技术发展的

成果 ， 更是学习对象和技术工具的人本化推演 ，

旨在实现学习主体与学 习环境的双向建构与整体

生成 。 技术的充分利用让学 习者的记忆储存 、 信

息加工等官能得以延伸 ， 为适应学习者的认知风

格 、 个性化特征 ， 学习对象和技术工具也势必更

具人格化和个性化 ， 归根结底是要促进人的主体

存在价值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 新技术的发展为学习环

境的创设 、 学习方式的革新以及学习者新潜力的

挖掘提供了机会 ， 人们寄希望于学习 的变革能够

促进个体潜能的发挥 ， 但技术并没有为学 习的有

效性带来绝对的保证 。 如我们所见 ， 以 ＭＯＯＣ

为代表的在线学习新形式尽管彰显了技术对教育

具有 巨 大影 响 的 潜能 ， 但 回 顾过去 的八 年 ，

ＭＯＯＣ并未如 当初乔治 ？ 西门 子所设想 的那样

掀起
一

场
“

学习的革命
”

， 它反而
“

脱离 了数字

校园原有网络教学系统 、 与一线教学改革难以融

合 、 面 向社会企图独树一帜去构建新的开放教育

系统
”

。

［
２ ２

］

因此 ， 作为教育研究者 ， 在研究层面 ，

应该推进具有超时空性 、 自 主性 、 个性化 、 灵活

性学 习特征的泛在学习理论体系在理论 、 技术 、

应用 、 评价等方面的创新 ； 作为教育决策者和教

育活动的组织者 ， 在课程与教学层面 ， 应该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深化在线学 习与已有 的网络教学

的融合 ； 作为教育 的实践者则应该从时间和空间

两大维度对
“

终身学习
”

和
“

学习 型社会
”

理念

做出真实的 回应 ， 以适应新的角色变化 。

（
二 ） 学 习 形 态和 空间展现 多 维延展性

通过学习空间 的多维度互动联结的构建 ， 学



习者可以逐步认识 自我 ， 发现 自 我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 ， 这便是学习空间 的中介属性 。 在线学习 以

个人学习空间为原点 ， 以信息技术为连线 ， 连接

了虚拟学习空间和物理学习空间 ， 打破了各空间

的隔墙 ， 充分实现了学 习者
“

应有的与时空对话

的 自 由
”

［
２ ３

］

。 未来 的学 习 空 间将 围 绕
“

学 习
”

“

学 习者
”

， 呈现出交互 、 共生 、 泛在 、 个性化的

新型学 习 形态 ， 并不断走 向更加 开放化 、 多样

化 、 智能化以及人性化的发展方向 。

其
一

， 智慧学习是教育信息化
一

次新的实践

尝试 ， 它既是
“

互联网 ＋教育
”

发展的成果 ， 也

是其进
一步发展的基础 。 智慧学 习环境的创设需

要以一定的信息技术 、 创新的学 习工具 、 开放式

的学习资源以及个性化的学习活动作为支撑 ， 同

时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和大数据对处于全面可感知

学习情境下的学习者学 习行为的一系列学习数据

进行挖掘 、 分析 ， 从而对学习者的个性化特征和

不 同学习情境进行识别 ， 以便灵活地生成最适配

的学习任务和活动 ， 引 导学习者达成有效学习 。

基于现有 的在线学 习 环境 ， 如何整合 ＡＲ ／ＶＲ 、

物联网等创新技术以实现对第
一

代在线学习 的智

能化 ， 这仍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

其二 ， 规模化在线学习是疫情时期教育信息

化的
一

次特殊实践 ， 它
“

重塑在线学 习 的价值 ，

形成了
一

种全新的学 习形态
”

。

［
２ ４

］—

般的在线学

习 ， 如
ＭＯＯＣ 、 ＳＰＯＣ 、

Ｍｅ ｔａ ＭＯＯＣ都强调个

性化学习 和 自主学习 ， 规模化在线学 习重视
“

学

习的全员性和学 习覆盖全生命周期 ， 且时时可

学 、 处处能学 、 快捷易学
”

，

［
２ ５

］

谋求质量同 效率

相 向 、 全国大范围 的教育公平 ， 这显然更适应我

国教育现代化的终身化学习需求 。 虽然规模化在

线学习继承了在线学 习的个人 自 主性学 习特征 ，

但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并不是孤立的 、 情感缺

失的 ， 而是处于网络学 习社区的 、 同伴同步或异

步交流 中 ， 学习也更具协作性和互助性 。

其三 ， 在线协作学 习是随着 ５Ｇ 通信技术的

兴起 、 广泛应用 ， 由协作学习和在线学习发展而

来的新形态 ， 它
“

以协 同共创 空间为信息枢纽 ，

形成了以实在空间 、 虚拟空间 、 家庭空间和教育

机构等在内 的 四 大基本空 间体系
”

，

［
２ ６

］

共建万物

互联 、 协同共创的在线学习新模式 。 基于线上线

下学习的融合 、 跨区域学校 、 社区的多维连接 ，

５Ｇ 的高速率 、 低延迟和广覆盖等特征 ， 在线协

作学习有助于不 同地区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 促进

教育公平政策的落实 。 较之在线学习 ， 在线协作

学 习 由信息互动形态转向物联协作互动形态 ， 由

虚实融合的在线学习模式转向多人远程协作的在

线学习模式 ， 由 主要以符号为 中介的知识互动转

向情境感知的沉浸式互动 ， 由人际交流互动转 向

万物协作互动等 。 如何开发基于 ＡＲ ／ＶＲ／ＸＲ 的

人 机融合的虚实空间 ， 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

其四 ， ＳＯＨＯ 学习 ， 即ＳＯＨＯ（ Ｓｍａ ｌ ｌＯ ｆ

ｆｉ ｃ ｅ／Ｈ ｏｍｅＯ ｆ ｆ ｉｃ ｅ ）式学习 ， 它代表的是对 自 由

职业的另
一

种称谓 ， 同时也代表
一

种 自 由 、 新型

的工作方式 。

“

网络 ＋学习
”

的深度结合 ， 让学

习者尽可能地选择 自 由 的学习环境 ， 自 我把控学

习 的过程轨迹 。 拥有互联网用户思维的个体都有

独特的学习动机 、 学习风格 、 认知结构等 ， 实现

个人与外部环境的有效对接 ， 以个人知识网为中

心点对接外部的组织局域网乃至最外围的社会互

联 网 ， 最终形成一个动态 网 络化的学 习 生态系

统 。 实际上 ， 学习者的个人知识网是个体学习空

间 的关键部分 ， 通过与外围 的组织局域网和社会

互联网的交流协作 、 信息共享 ， 打破物理空间 和

虚拟空间 的界限 ， 真正达成
“

时时可学 ， 处处可

学
”

的无缝式学习 。 学习者既可以选择线下的课

堂面授 ， 也可以加入网络学习社区的课堂讨论和

测验 ， 或者将线下线上的学习活动合理结合 ， 自

定步调 ， 根据 自 己的学习经历 、 个人体验 、 学 习

进度以及学习 条件 ， 跳跃式衔接个人的学习 通

道 。 ＳＯＨＯ 式学 习是在
“

互联 网 ＋教育
”

深度

融合背景下应运而生 的新的学 习形态 ，

“

它代表

了
一

种更弹性化 、 人性化的学习方式 ， 打破了物

理空间和时间 的限制 ， 重塑了学 习 的时空结构 ，

将学生主体的 自 主学习权利最大化 ， 实现个人学

习结构与外部资源环境的生态共存
”

。

［
２ ７

］

可见 ， 关注学习者体验的高 阶临场感环境 ，

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参与性 ， 而
“

基于数字技术 ，

创造力 ， 协作和积极参与的新颖学习环境 ， 不仅有

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 ， 还可以提高他们对学 习 的

参与度和满意度 ， 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

［
２ ８

］

。

（三 ） 学 习 方式呈现灵活 自 主性

学习科学的研究 已经证明 ， 普适的学习方式

？６ ３？



是不存在的 ， 有效的学 习方式
“

取决于进行什么

样的学习 、 谁在学习 、 何时何地学习 、 教学者是

谁以及受教育 的程度等
”

。

［
２ ９

］

有学者指 出
“

学习

方式是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 出的相对稳定的

认知与行为的方法 、 策 略以 及倾向 的综合 。

”
［
３ °

］

它既包括学习 的操作形式 ， 也包括学习 的 品质 、

情感 、 态度等 ， 具有个体性 、 稳定性和相对性特

点 。 依据不 同 的划分标准 ， 学 习 的方式可 以 分

为 ： 主动学习 与被动学 习 、 发现学 习 与接受学

习 、 机械学习与有意义学习 、 维持性学习与创新

性学 习
［
３ １

］

、 合作学习与独立学 习 、 研究性学习 、

基于问题的学 习等 。

反映信息时代变化性和开放性的在线学习兴

起 ， 迫使人们只有不断地交流学 习 ， 才能在时代

的浪潮中生存和发展 。 换句话说 ， 信息时代让每

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或
“

全天候学习

者
”

。

［
３ ２

］

终身学习 和全方位学 习从时 间 、 空间两

个维度勾画出
一

个二维的学习生活图谱 ， 纵向表

示学 习活动在个人
一生 中的持续性 ， 横向表示学

习活动在不同情境 中的发生性 。 信息技术的运用

能有效地促进终身学习和全方位学习的达成 。

一

方面 ， 它从时空结构上改变人类的生产生 活方

式 ， 让学 习与学习者的生活紧密联系 ， 在任何时

间 、 地点 以多种渠道接入学习 ； 另
一

方面 ， 它让

学习 的时空得以延伸 、 拓展 ， 连接正式学习与非

正式学习 、 持续性学习与创新性学习 、 协作学习

与 自 主学 习 、 研究性学 习等多种学习方式 ， 以满

足不 同学 习者 以及 同
一

学习者不 同方面的学习需

求 ， 学 习 方法更加 弹性化 、 碎 片化 以 及非 正

式化 。

诚然 ， 在线学习发展至今不仅是一种新的学

习方式 ， 更是
一

种学 习 思维 ， 乃 至一种学 习 理

念 。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变革人类的

教育方式与学 习方式 ，

“

通过教育数据的挖掘 、

学习分析和可视化数据分析
” ［

３ ３
］

等形式 ， 促使学

习者 由 自 主学 习转 向 自适应学习 ， 实现聚焦学习

价值和意义的个性化学 习 。 但是 ， 技术真的能改

变学 习的本质吗 ？ 技术的交互性让我们可以更容

易地创设教学环境 ， 学习者可以在更富具身性 、

沉浸式以及临场感的学 习环境 中通过实践来学

习 、 获得反馈 、 持续性地改进 自 我理解从而构建

新的知识和经验 。 技术也为学习打开了通 向巨大

？６ ４？

信息源的通道 ， 促进全社会学习行为的发生 ， 拓

宽了学习 的外延 ， 从正式学 习到非正式学 习 ， 从

学校学习到社区学习 、 家庭学 习直至社会学习 ，

学习上升为和社会生产 同等地位的人类活动 ， 被

重新赋予了生存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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