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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构建研究 
李春燕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9） 

摘要：为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本文基于超星泛雅 SPOC 平台“两空间两服务”功能构建，细化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核

心要素以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构建了相应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并在本校大学英语课程中进行了实践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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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部为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颁布了《网络

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简称《指南》），提出网络学习空间应

包含个人空间和机构空间，并集成公共应用服务和数据分析服务，

将网络学习空间构建成为支撑人人皆学、处处能学和时时可学的平

台[1]。网络学习共同体融合了教师、学习者、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

等要素，形成网状的、互联的群体系统结构，能够促进学习者高级

知识建构，实现深度学习[2]。本文拟基于超星泛雅 SPOC 平台“两空

间两服务”功能构建，细化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构建相应

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 

1.深度学习与网络学习共同体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对概念的理解及整合归纳理论框

架的能力，是一种挖掘文本内涵的学习[3]。深度学习的生成需要做

到：结构良好的课程内容；整合知识和注重经验积累的教学；学习

者学习动机的维持;主动学习，在交互中进步。故良好的教学需要设

计促进高阶思维习得的学习目标，转化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模糊问题，设计真实性、合作性、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注重程序性、

自主性和理解性的学习评价方式[4]。网络学习共同体正契合了深度

学习的需求。 

网络学习共同体是一种网络学习的全新组织形式（又称“社区

学习”），由学习者和助学者（教师、专家、辅导教师）组成，以

完成某项学习任务为共同目标，以合作学习为指导，突破了传统学

习共同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其核心要素包括：真实情景、契约、

共同目标、学习者、助学者和意义协商，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

影响，推动学习共同体形成、发展与成熟[5]。故以下对网络学习共

同体构建及教学实践分析将着重从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六个核心要

素以及网络空间的四功能进行。 

2.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2.1 研究概述 

在网络学习共同体构建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构建流程、构

建模型、构建策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可供参考的网络学

习共同体模型,主要分为两类:以技术为支撑的构建和理论视角下的

构建。以技术为支撑的模型建构侧重于网络学习平台的设计与开

发，如詹芳芳（2017）运用微信平台构建一个成人虚拟学习共同体。

理论视域下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构建更关注研究视角的新颖度。比如

和学仁和刘敏昆（2013）引入生物学理论，目的是解决网络学习共

同体中自组织与他组织问题。余金昌（2012）将网络学习共同体视

作一个生态系统并为其中的关键要素安排角色分工，构建了生态视

角下的网络学习共同体。安冬（2018）设计了基于群体动力机制的

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本文拟将深度学习理论与 SPOC 平台结合以

促进大学生深度学习为目标构建大学英语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充

分发挥网络共同体促进深度学习的作用。 

2.2 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基于超星泛雅SPOC 平台从两方面进行网络学习共同

体模型构建。基本原则为完善网络学习共同体各功能区功能，细化

学生实现深度学习的流程。 

2.2.1 网络学习共同体各功能区。 

个人空间。超星泛雅 SPOC 平台中每位参与网络学习共同体的

学习者和助学者均有进行个人信息、资源管理的个人空间。助学者

在个人空间中发布在线学习资源、组织在线教学活动、督促监督学

习者进行自主学习，而学习者接收、学习这些学习资源，并借助公

共应用服务中的相关资源进行自主学习，掌握基础知识，提出预习

中出现的问题。 

机构空间。超星泛雅 SPOC 平台中机构空间由不同小组或圈子

组成。参与者在个人空间自主学习中完成了对相关主题基础知识的

记忆与理解，并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在机构空间根据研

究主题的不同进入不同的小组。在小组中积极参与讨论，与小组成

员就该主题进行协商与反思，最后得出小组成员认同的观点或结

论，在小组层面上达成共识，拥有了代表集体认知的作品。在机构

空间参与者通过观念或观点的冲突与协商，实现了对基础知识的应

用、分析，在反思与评价中有所创新，实现了对知识的深度学习。 

公共应用服务。属于公共教育资源区。超星泛雅 SPOC 平台提

供的公共应用服务包括资源共享（可自动查找、关联与生成）、资

源（作品）上传、解决个性化问题的工具、支持多种授课方式和学

习探究方式、提供实时交互工具、可视化分析工具等。 

数据分析服务。超星泛雅 SPOC 平台的每项参与者和助学者的

活动后台均有痕迹，并可随时对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为相关人员提

供数据反馈。 

2.2.2 基于深度学习理念构建网络学习共同体。 

安德森（Anderson）认为知识的掌握分为六个层次：记忆、理

解、应用、分析、评价及创造。成熟的网络学习共同体应遵循知识

的建构顺序精心设计以促成深度学习的发生。本文依据此理念并借

鉴其他学者构建的网络共同体模型构建了以下网络学习共同体模

型（如图 1 所示）。模型中共同体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使得学习

者在共同体中从知识的个体认知层面发展到人际交往层面最后达

到共同体层面，锻炼了批判性思维，提高了高阶思维能力，促成了

深度学习的发生。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与学习者知识的认知

过程均与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空间功能有对应关系，既契合共同体发

展又契合个人高阶知识获得的顺序。而学习者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

从低阶知识到高阶知识的获得亦是动态的、循环的、循序渐进的过

程：个人空间的自主预习提出研究主题是进入机构空间的基础亦是

对知识进行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的基础，机构空间中不同学习

者进行的“参与-认同-协商-形成观点-反思-再认同-再协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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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过程，需要学习者的积极参与，认同是接受了组织（或它

者）对个体的影响，协商体现了在交互中个体观点对组织（或它者）

的影响。在这个反思与批判性接受的过程中训练了学习者的高阶思

维能力，获得了高阶知识，实现了深度学习。而公共应用服务功能

区则是高阶知识获得中螺旋上升的更高一层的循环，是对高阶思维

能力的再打磨，高阶知识的在应用，此时深度学习最终实现。另外

契约在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约束作用贯穿始终，助学者的指导、引领、

督促、评价亦不间断，是网络学习共同体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共

同目标是整个共同体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共同体发展的导向。

而在此过程中，SPOC 平台给与的数据分析服务随时对助学者的指

导、对学习者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为下一步进行更合适的的指导

与学习提供数据支持。 

小结 

总之，本文基于超星泛雅 SPOC 平台“两空间两服务”功能构

建，网状化、互联化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构建了网络学习

共同体模型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随后以本校 19 级非英语

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所涉及的核心要

素，从学习资源、团队组织、学习主题（任务）、学习环境四个方

面将网络学习共同体模型应用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对该模型具体效果的分析将在下一篇论文展现，此

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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