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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无疑与教

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

互联网的发展使学习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空间

和认知空间。受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思想的影

响，以T. S. Brown和P. Duguid（2001）为代表的学者

认为，在网络时代，学习是需要的驱动（demand driv-

en），是社会行为（social act），是获得与环境相一致准

则（identity information）的结合。需要驱动是指学习者

个体遇到学习任务和困难时，主动分析和明确自己的

现状，并寻求支持与帮助。作为社会行为的学习则强

调学习者如何建构意义，并适应社会文化准则。在一

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实践，不仅使学习者掌握知识和

技能，还能使他们获得与该环境一致的价值观、信仰

及生活准则。

那么，基于网络的学习环境能否为上述学习活动

提供实践的平台，即有效的支持系统，关键还在于它

所遵循的设计原则。本文通过解读维果茨基的主要理

论，认为维氏理论所涉及的认知心理发展过程，即学

习过程，为网络学习支持环境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

据；通过分析和梳理维氏理论对网络学习支持环境设

计的启示，提出了该环境的设计策略，以期对这一领

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文化

发 展 普 遍 规 律 及 中 介 理 论

维果茨基认为认识儿童心理发展的关键在于分

析儿童心理间（intermental level）机能的社会环境和

内部心理（intramental level）机能的个体活动、心理结

构。儿童心理结构是在活动外部的、展开的、集体的形

式向内部的、精简的、个体的形式转换中实现的。由

此，维氏提出了最近发展区、文化发展普遍规律及中

介理论。它们对现代教育科学及相关的交叉学科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简称

ZPD）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

人指导下或在与有能力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

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实际发展水平由已完成的发

展程序形成，表现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潜在

发展水平则是那些尚处于形成状态，心理机能的成熟

正在进行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须在成人或能力较

强的同伴帮助下，在集体合作中完成任务的能力。这

一概念的本质首先表现为，个体的认知活动是异质

的，而非单一的和普遍的。因此，在一定的最近发展区

内，认识个体的认知差异，并制定针对个体的学习课

程是理想的学习环境。其次，某一认知活动任务的完

成，是学习者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

变化的动态过程，是通过活动中的社会转换而实现

的。因此，最近发展区本身是一种知识创造活动，也是

认知工具与认知结果的辩证统一。再次，最近发展区

强调了互动中的集体行为，即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显然，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有着

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维氏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核

心。维氏认为，儿童认知与环境的关系是由儿童认知

的需要和目标确定的，即由能联系儿童与客观环境，

并能确定环境对儿童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决定

的关系。因此，学习应在丰富的情境和活动实践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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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表1所述的学习特征及相对应的网络学

习环境设计原则，可以看出学习过程需要有效的支持

环境。这一环境要能支持：

1. 学习者解决问题，即完成学习任务和目标。

2. 学习者内化知识的过程，即提供模型、训练和

引发表达、反思及探索的环境或提供认知工具。

3. 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与合作。他们形成

一个团体，拥有共同知识和价值观，并追求共同的学

习目标，从而为彼此提供同伴支持。

4. 学习者为达到特定目标必须参与的真实的社

中进行，并与其他个体、实物、思想、工具等进行认知

互动。

维氏的文化历史发展观揭示了人类心理发展的

两个基本规律：其一，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

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其

二，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须在人的外

部活动中形成，随后才能转化至内部，成为人的内部

心理过程结构，也即内化的过程。高级心理活动则依

赖于心理工具（如语言、符号、记号等）的中介行为。成

人在与儿童的共同活动中将这些心理工具教给儿童，

儿童再将之内化并作为中介因素在其高级心理活动

中发挥调节作用。从维氏对心理工具，即中介工具的

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中介概念分为元认知中介和认

知中介。前者指儿童对自我调节符号工具的活动。它

源于人际交流、社会交往过程中，成人或较有能力的

同伴往往通过语言符号等工具调节儿童行为。认知中

介则是指获得认知的工具，这种认知工具对于解决各

学科领域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儿童系统的认知中介

形成于进入学校，获得“科学概念”之时。

然而，中介工具的使用因活动和实践的环境不同

而不同。因此，中介工具只有在具体情境和使用环境

中才有意义。中介行为常常受到现有文化工具使用的

限制。如果认知发展是有意义活动的意义建构，那么

对活动的文化结构的理解是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产

生不同意义的关键。认知过程中的意义、工具、目标均

与个人及个人所在的社会环境有关，因为它们都是在

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

综上所述，在最近发展区中，不仅个人与社会具

有互动作用，而且心理工具具有中介作用，任何社会

文化实践中工具的使用均是个人与个人所处文化环

境共同构建的。这一环境能使学习者的潜在发展水平

在更有能力者使用这些工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

二、对网络学习支持环境设计的启示

任何学习环境的设计都有其相应的学习理论做

依据。网络学习环境的设计也不例外。根据维氏理论

所阐释的认知发展过程，表1归纳了其学习过程的基

本特征及相应的网络学习环境设计所要遵循的原则。

学习过程基本特征 网络学习环境设计原则

1.学习是需要的驱动，依赖于实践

中的参与。

a.提供个性化学习环境，学习任务和目标基于有意义的活动内容。

b.学习内容是以学习必须知道和需要知道为基础，并规定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c.能跟踪和记录学习者的历史、简历和进步，并量体裁衣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学习策略。

2.学习是社会行为，它是以社会的

人通过语言、符号、工具等为中介

的。

a.能利用社会、交际和合作的范围，并能使用中介话语。

b.提供支架系统，支持学习者就特定问题与同学和教师进行对话、交流与反馈。

c.具有为完成学习任务提供帮助工具的功能，例如，概念、图表及其他解决问题的认知工具，从而

支持深层知识的建构。

3.学习是在确定的最近发展区中，

适应现有文化成员的行为。

a.创造能使新手需要更有能力者的个体间的结构依存环境，并利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

b.创造通过环境中的认知工具而产生持续发展和互动的环境。

c.创造能够利用社区中的各种专业知识的环境。

4.学习是反思和元认知行为，是从

社会到个体的内化过程。

a.能提供通过提问和暗示帮助反思和元认知行动的工具。

b.强调学习广度之上的深度，使学习者分析交际言语行为。

c.强调任务和目标，使学习者通过做在行动中反思。

5. 学习是基于丰富的文化和社会

语境，既习得隐性知识，又习得显

性知识。

a.提供共同的学习平台，使学习者进入基于真实语境的学习环境。

b.提供便捷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能够适时地使用。

c.是其他互动形式的补充，并允许默认知识的出现。

6. 学习是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

境的知识转化，是发现概念意义相

互关联的过程。

a.能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的反思可用于其他语境。

b.能为学习者观察视觉表征、模式或相关稳定变量的学习提供帮助。

c.能够组织信息，使学习者进入更深层次的分析过程。

表1 学习过程基本特征和网络学习环境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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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环境。

其实，目前的网络学习环境能否利用其强大的技

术功能成为中介工具，给予学习者最适时和最恰当的

帮助，使他们能够发展最近发展区中的潜在能力？网

络技术能否提供各种支持形式以保证学习者可以获

得认知发展和技能的提高？McLoughlin和Oliver（2002）

认为，以技术为中介的网络学习所需要的支持系统有

任务支持、社会支持和同伴支持三个主要因素。而J.

Boulton则认为内化过程的支持是学习者进行反思和

元认知行为并发展潜在能力的重要保障。因此，网络

学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可以共享知识建构的中介支

持平台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具有知识内化支持、任务

支持、同伴支持和社会支持四个关键要素（见图1）。

图1 网络学习支持环境的关键因素

这一平台中的四个要素既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又都有各自的功能。知识内化支持功能在于帮助学习

者建构有意义的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内化支持系

统其重点是为学习者提供专家行为模型化的观点、概

念和理解，它们是可观察和可学习的。此外，它能为学

习者提供获得建构新知识所需的工具，如认知工具、

方法工具和策略工具等。任务支持功能可向学习者明

确阐述应达到的目标及学习目标的整体情况，指导学

习者通过技术支持如软件等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支

持。之后，向学习者提供启发式帮助或相关资源，使学

习任务得以完成。这一平台中的同伴支持是通过提供

学习小组成员间共享信息、讨论观点、交互反馈等交

流平台。基于互联网络的虚拟实验室、文献探索和数

据库等可使各小组间相互合作，共同进步。最后，网络

技术创造的真实学习环境，基于学习者需要的真实而

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及教师和专家适时的指导等，均是

认知发展过程中得到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

三、网络学习支持环境的设计策略

内化支持、任务支持、同伴支持和社会支持是实

现理想的网络学习支持环境设计的主要目标。那么，

目前的网络技术能否创造一个动态的、分层的、互动

的支持环境以实现这些目标呢？J. Boulton（2002）的

虚 拟 学 习 支 持 模 式 （Virtual Learning Scaffolding

Model，简称VLSM）则是以维氏理论为依据，以“学”为

中心，并结合网络技术支持的教学设计模式。其核心

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网络技术创造的环境为中介工

具，支持学习者通过外部互动活动实现向内部的转

化，从而推动其潜在发展水平。

这一模式共分四层（见图2）。第一层是为学习者

如何使用网络环境中的各种设计元素提供支持，即提

供教学策略。它包括：直接教学（Direct Instruction），

间接教学（Indirect Instruction），经验上的学习（Expe-

riential Learning），独立学习（Independent Study），互

动教学（Interactive Instruction）。这五种教学策略是基

于确定学习者最近发展区、明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

任务，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要提供不同的指导策略，

即提供个别化指导。这一层面主要提供任务支持，辅

助以同伴支持、社会支持和内化支持。

图2 虚拟学习支持模式

第二层以第一层中个别化指导为基础，从多元化

智能的角度为学习者实现知识内化提供支持。多元智

能认为由于学习者学习风格的差异，学习可以有多元

学习路径，学习内容则需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以满

足个体学习者的需要。T. Armstrong（2000）提出了八

种多元智能，即语言、数理逻辑、视觉空间、音乐韵律、

身体运动、人际沟通、自我认知、自然观察。每一种智

能的形成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教学策略和技术支持。

基于网络的教学组织模式一般通过同步（Syn-

chronous）和异步（Asynchronous）两种形式实现，其主

要作用是提供同伴支持和社会支持。网络技术促进了

区域间的同步与异步合作、互动和交流。其中，大部分

需要思考和反思的学习任务可通过异步交流完成。而

同步交流则可提供交流文本、音像资料等。有些同步

交流软件可提供有效的同步互动平台，并能建立虚拟

社区。

信息交流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

nology，简称ICT）为教学策略的选择、多元智能的实

现、组织教学的完成提供了技术保障。它包括所有形

式的软件工具、网络程序和资源：WebCT!RChat，

WebCT!RBB，Email，Word Processor，Web资源（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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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机辅助教育（CBE）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
将于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

在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界共同关注并研究的内容。为了促进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推广、移植和应用，与时俱进地为信息化时代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计算机辅助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国CBE学会）决定于2005年10月12- 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算机辅助教育学会第

十二届年会，并将会议主题定为：新理论、新技术、新应用。

本次大会旨在加强对新理论、新技术及其在教育领域中新应用的研究，寻求信息技术与教育结合的新方法、新途径。大会活动

将由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和圆桌会议三部分组成。本次会议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计算机辅助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

承办，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社、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社共同协办。

会议主要议题是：①教育信息化进展与反思；②软计算及其在智能教学系统中的应用；③基于网格的分布式教学环境与资源管

理；④集体智慧与合作学习的理论与实践；⑤基于虚拟学习社区的教学活动、团队合作与绩效评价；⑥知识科学、语义网与教育资源

整合；⑦用于3G移动设备的新型教学软件架构；⑧基于主题资源的教学软件自动生成系统；⑨Blog文化及其对信息化教育的影响。

有关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和动态，欢迎访问会议网站：http://cmet.cnu.edu.cn/cbe2005/

信息），Web资源（动态信息），新闻组（List serve），白

板（Whiteboard）。这八种技术类型均与教学策略组织

形式、多元智能方式相对应。

显然，虚拟学习支持模式的各个层面谐调一致地

为学习者提供支持。它针对学习者的需要，创造真实

的互动与合作环境，提供有助于内化的认知工具，从

而激发学习者深层的知识建构。

四、结 论

维果茨基的主要思想作为建构主义思潮中的重

要理论，向人们揭示了学习是个体的实际发展水平在

协作活动和人与人交往中，通过中介行为向内部的转

化，即学习是需要的驱动，是社会行为，是获得一致性

准则。这无疑为网络学习支持环境提供了可遵循的理

论依据。其核心为有效的支持环境是认知发展的保

障。因此，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内化支持、任务支持、同

伴支持和社会支持为基础的网络学习支持环境是一

个动态的、分层的、互动的环境。它的实现需要网络技

术的全方位支持，组织教学的支持，多元智能的支持

和教学策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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