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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态分组策略

对大学生协作知识建构能力影响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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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教学中静态分组存在角色固化和合作倦怠等问题，而动态分组能有效弥补静态分组的不足。

同时协作学习者之间交互数量少、交互积极性不高和交互处于较低知识建构水平等问题依然制约着协作学习发

挥作用和价值。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结构化观察法、调查法、准实验研究法进行研究。并设计基于动

态分组策略的大学生协作知识建构建构能力影响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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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协作学习过程中，协作学习者之间交互数量少
[1]、交互积极性不高和交互处于较低知识建构水平 [2]、

[3] 等问题依然制约着协作学习发挥作用和价值。协作

学习活动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在协作学习过程中培养学

习者的协作能力，分组策略因直接决定学习者在小组

中的交互对象，[4] 而成为影响大学生协作学习中知识

建构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探寻动态分组策略对大

学生协作建构能力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2 动态分组策略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动态分组是指在合作学习中对小组成员进行重

组，以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 [5]。当前，动态分组的相

关研究集中在学习效果和分组策略两个方面。

2.1 关于动态分组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主

要涉及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水平和合作融洽度等维

度。

自我效能感源于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是指人

们对完成某个特定行为所需能力的信念，或对完成某

种具体成就的自我能力的预期。[6] 自我效能感是元认

知策略和动机的有力预测变量，提高学习者的自我效

能感可以提高学习者动机水平和改善元认知策略运用

能力，因此可以通过有效地培养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作为一个重要环节以达到优化学习策略的目的。[7] 自

我调节学习是指学习者为达到其学习目标而自发、主

动地设定目标、采用各种策略、监控和评价自己的行

为和学习效果的过程。[8]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水

平和合作融洽度作为因变量，来探究动态分组对学生

协作知识建构能力的影响。

2.2 分组策略

在小组规模方面，Chuang 等都以两人配对学习方

式开展动态分组；在分组标准方面，结合汉明距离异

构分组算法，Chen 等 [9] 提出了多维动态分组策略。目

前影响动态分组策略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分组的人数规

模、分组标准和触发条件等，其中区别于静态分组的

主要维度是分组时机、触发条件和调整频次。遗憾的是，

以上动态分组研究侧重于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

而在课堂教学乃至相关的科技创新教育、STEM 教育中

尚缺乏相关的研究。[10] 而就国内而言，动态分组研究

成果更为鲜见，有待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因此本研究基于 Chen 等 [11] 提出的基于汉明距离

异构分组算法的多维动态分组策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

组研究，分组依据分别为：先验知识、自我效能感和

自我调节水平。

3 基于动态分组策略的大学生协作知识建构能力

的教学设计分析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设计基于教育技术学导论课程所设计，采

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选取西北某高校 2022 级教育技术

学专业的 2 个自然班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实验，其中

对照班（35 人），实验班（35 人）两组样本在年龄和

学习经历方面相似。实验班分为六组，其中两组采用

静态分组的方式不进行变动，剩余四组采用汉明距离

异构分组算法进行动态异质分组。对照班分为六组，

其中两组采用静态分组的方式不进行变动，剩余四组

进行动态同质分组。

3.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结构化观察法、调

查法、准实验研究法进行研究。

自我效能感采用梁宇颂、周宗奎（2000 年）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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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表 [12]。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

效能感两个维度。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进行评分，

1-5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13]，且

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自我调节水平采用 Pintrich 等 1991 年编制的

MSLQ 量表 [14]，包括元认知自我调节和努力调节两个维

度。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进行评分，1-5 分别代

表“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15]，且问卷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

合作融洽度问卷采用谢晓非编制的测量量表 [16]，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共设有三道主观题：第一题请学

生评价小组搭档在合作学习中的贡献程度如何？第二

题请学生评价自己在合作学习中的贡献程度如何？第

三题：请输入你希望下次合作的组员姓名 ______（最

多两个）。

3.3 动态分组流程

本研究将动态分组的操作流程划分为五步（如图

1所示）：

图 1 动态分组的五步操作流程图

3.3.1 课前准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划分专题，

并设计配套的学习任务单。

3.3.2 知识储备：基础知识的讲解与学习。

3.3.3初始分组：教师对学生进行随机分组配对，

并合作完成专题学习。

3.3.4 评估与重新分组：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题学

习后，教师采用问卷和测试的方式来评估学生的学习

状态。首先，教师根据小组作品评价量规成绩、自我

效能感和自我调节水平测试的分数加权计算出排名，

再按照排名进行分组。实验班分为六组，其中两组采

用静态分组的方式不进行变动，剩余四组采用汉明距

离异构分组算法进行异质分组；[17]、[18]、[19] 对照班分

为六组，其中两组采用静态分组的方式不进行变动，

剩余四组进行同质分组。

3.3.5 重新配对学习：按照最新的分组结果，学

生以小组形式合作完成新专题的学习。

之后，重复执行第 4、第 5 步，直到最后一个专

题结束动态分组。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的次数由具体

的专题数量来决定。参考 Wu 的两阶段合作学习策略，

本研究将第 1、2 步归为学习准备阶段，后面的步骤归

为动态分组阶段。

4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25.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运用

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等方法，得出研究结果。

5 讨论与对策

通过对实验所得数据进行相关系列分析，得出相

关结论，并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合理的解决问题及促进

教学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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