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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与已存在的知识结构整合起来"
#二$学习内容是学习者学习交互的主要信息

这里 的 内 容 指 的 是 学 习 者 所 要 学 习 的 各 种 知

识!与莫尔的观点相似%但这里主要强调无论学习者

是与哪一个交互对象进行的交互学习! 学科知识都

是其中心内容"这种学习交互的中心内容!是由教学

目的和目标所决定的!贯穿于交互的各个环节"学习

内容是制约学习材料& 教师和学习者自身的交互因

素!亦即学习者与各种交互对象的交互!都是为了学

习有关的知识内容" 学习者交互学习的内容既包含

认知领域的内容!也包含情感领域的内容"
’三$传送技术是实现学习交互的平台

希尔曼等人提出学习者与界面之间的交互" 但

我们认为在(界面)的背后则是支持(交互)功能的传

送技术! 所以这里提出学习者与传送技术的交互%
(技术)一词不仅包括了媒体的界面!同时也泛指所

用媒体的通信方式和交互方法% 不同的传送技术提

供了不同的学习交互方式% 在网络远程教学迅速发

展的今天! 远程教育的学习者利用计算机网络通讯

技术中的 !!"&#$%&’(&视频会议系统等进行着各种

各样的学习交互活动%可见!在学习者的学习交互系

统中!学习者不仅是在与媒体界面进行交互!而且更

重要的是通过传送技术的连接! 在与学习内容的有

关对象进行着实时和非实时的学习交互%
远程教 育 中 的 诸 多 问 题 都 与 学 习 交 互 系 统 有

关% 现在我国远程教育中影响教学质量的主要问题

就是交互的缺乏!其原因不在于传送技术的落后!而

是远程教育观念&师资水平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解决

我国远程教育中的学习交互问题应当成为近期远程

教育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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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穆尔其人

迈克尔+穆尔!GQ[I!GQ[Q 年在伦敦经济学学院

获得经济学硕士,GQ[Q!GQIF 年在伦敦 a0(@6%’:.6b
学院进修!获得中等后教育证书’YaVN$,GQ‘F!GQ‘K
年期间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师从查尔斯2魏
德迈!于 GQ‘K 年获得成人教育博士!曾在 GQHH!GQQC
年担任过国际远程教育理事会副主席% 现为美国宾

西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学教授! 美国远程教育研究

中心创始人兼主任%纵观穆尔学术和事业发展轨迹!
可以看到其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协同并进! 交相辉

映!其著作颇丰!许多理论至今在国际远程教育界仍

具有广泛的影响! 其经典的交互作用距离和独立学

习理论仍然是众多理论中的一朵奇葩, 他积极投身

远程教育事业发展 RF 年整!期间为美国乃至国际远

程教育的发展做了许多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并

摘要!本文以迈克尔#穆尔$ !"#$%&’()*+,--.&% 本人的理论为基点&往前追溯到其导师"美国远程教育之父查尔

斯’魏德迈$ /$%.’&0+1&2&3&4&.% &往后延伸到其追随者和批判质疑者弗莱德5萨巴等人&对穆尔毕生致力发展的交互

影响$ 交互作用% 距离和独立学习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脉络做了纵向系统分析&对概念之间的相关性做了批判性地厘

定&最后反思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假设(
关键词!迈克尔’穆尔)远程教育)独立学习)交互影响$ 交互作用%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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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获得许多殊荣! 被收入美国远程学习协会名人

录"
穆尔在美国远程教育事业发展中拥有数个 #第

一$%第一个尝试构建远程教育理论体系!第一个身

体力行地在自己的教学中通过远程教育方式向国外

学生授课&"#$% 年发表了奠定’远程教育$理论基础

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第一次提出’远程教育$这个术

语 的 英 文 形 式 &’()*+,- -&.,*)’/+&0123 年 创 办 了 美

国 第 一 本 远 程 教 育 杂 志 )4- 56-7’,*+ 8/.7+*9 /:
;’()*+,- <&.,*)’/+&012$ 年 开 设 了 第 一 个 远 程 教 育

研究生课程!等等"他以经济学的出身背景和长期的

发展国际远程教育的经验从事国际性的培训( 评估

工作!并提供咨询建议)目前穆尔与他的合作伙伴彼

德 =奈 特*>-)-7 ?= @+’A4)+创 立 了 @+’A4)BC//7- 公

司! 业务主要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提

供大型国际远程教育的培训,咨询(设计和开发等服

务!其本人的研究兴趣也是远程教育与国际发展"穆

尔的学术代表作有-学习者自主性%独立学习的第二

个 维 度.*01D%+,-构 建 一 门 独 立 学 习 和 教 学 理 论.
*01$E+,-独立学习.*"12F+,-学习者和远距离学习.
G0#H3I,-远 程 教 育 系 统 观.*与 J7-A @-*7(9-K 合 著!
0113+等) 这些都是远程教育从业人员!特别是研究

人员必修的学术经典)

二!理论建树

G一+传承与创新

溯本求源!穆尔的许多理论思想!特别是#独立

学习$理念和理论是承传其导师///查尔斯0魏德迈

*0100!0111=H=0+的) 因此有必要对魏德迈作些介绍)
查 尔 斯0魏 德 迈 被 誉 为 #美 国 远 程 教 育 之 父 $!在

0131!01D% 年间担任过国际函授教育理事会G01H% 年

更名为国际远程教育理事会L主席) 他曾说过%#尽管

挖掘吧!后人会帮我们清理的) $正是在他这种开拓

精神的激励下!穆尔才站在他的肩膀上!把#独立学

习$凝练提升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远程教育学)
他曾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校外独立教学处

主任M远程教育历史上著名的 5NCO57)’,.9*)-& N+)-"
A7*)-& C-&’*L 项目就是他于 %F 世纪 3F 年代成立开

展的! 这个项目是在第二代远程教育背景下探索运

用多种媒体手段*包括印刷材料,函授指导,广播,电

视,录音带,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等等+提供远程教育

*C//7- P @-*7(9-K+!这个项目的经验对英国开放大

学的酝酿和成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的影响最大的

著作是%-后门学习%对人生中非传统学习的反思.和

-对英国开放大学创立之贡献.) 基更认为!把#独立

学习$ 作为教育领域一个比较全面的术语的提议者

是魏德迈)012$ 年 2 月 E 日!在第三届远程教育会议

上他倾其一生所得的福特基金和卡内基 基 金 拨 款

*达数百万美元+! 第一次设立并颁发了以他名字命

名的#魏德迈奖$) 该奖项每年都用来奖励那些在远

程教育领域中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和 实 践 工 作

者!是全球远程教育从业人员梦寐以求的荣誉)
穆尔的学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他于 %F 世纪 $F 年

代初开始对#远程教学$#独立性学习$的界定!特别

是#对话$#结构$#交互影响距离$和#自主性$这几个

概念的提出及关系的阐述上)关于#远程教学$和#独

立性学习$!他认为!#远程教学可以定义成教学方法

大全)在这个教学方法家庭中!教学行为与学习行为

是分开实施的!也包括有学生在场进行接触的情况)
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印刷的,电子的,机

械的和其他手段来促进) $同样他也提出了#独立学

习和教学$这个概念!认为它是一个教育系统!其中

学习者是自治的并且与教师在空间和时间分离!因

此传播是通过印刷的! 电子的或其他非人际间媒介

进行的) 独立教学系统包括 E 个子系统%学习者,教

师和传播方法) 这几个子系统使它与其他教育形式

中的学习,教学和传播有了关键性的区别)要理解学

习系统!我们要建立一个#自主学习者$概念)要理解

传播系统!我们要考虑#远程教学$) 要理解教学系

统!依据距离和自主性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必

须改变传统教的观念) 可以看出他的#远程教学$和

#独立学习和教学$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他

在后者中把独立性突显出来!他还假设#那些距离更

远的学习和教学方法会吸引那些自主性更强的人)
因此在距离相异的课程计划中可以找到学习者不同

的自主水平$!反过来!#学习者自主性会由于距离的

存在而得到加强$)
*二+Q 个核心概念及其关系

穆尔的独立学习理论体系有 R 个核心概念%#对

话$#结构$#自主性$和#交互影响距离$)他提出独立

学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结构和对话) #结构$就是#某

个教育计划能够反馈学生个人需要的量度$&#对话$
是在#任何一个教育计划中!学生和教师能够彼此回

应的程度$)换句话说!结构是指教学计划设计*或课

程设计+容许变通的程度!也就是说!执行教学计划

是不是有一定或较大的灵活性& 而对话是指师生之

间通过交流进行互动的难易程度&#自主性$ 是指与

学习者控制能力有关的学习要素&#交互影响距离$!
不是简单的物理距离!而是由物理距离,社会因素等

导致师生在心理S传播上产生潜在误解的距离!简而

言之!就是人际间关系和交互影响的距离)穆尔承认

交互影响距离不仅仅存在于远程教育中! 在传统面

国际名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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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教育中也适用! 他认为在结构化程度高的课程里"
比如纯讲座式的课程"师生之间的对话一般很少"交

互影响距离最大! 相反"当对话增加"结构灵活时"师

生之间的交互距离也随之降到最小程度! 穆尔还用

三维立方图形象地表示了自变量 #对话$%!&’#结

构$"#$’#自主性$%与学习者控制能力有关的学习要

素&和因变量#交互影响距离$之间的关系( 下图就是

穆尔著名的教学计划分类图) % 轴表示教学计划的

学生自主程度" 而学习者自主程度的差异则用学习

目标设置’ 学习计划实施和学习结果评价这 & 个变

量是否由学生自主决定表示! ’ 表示由学生决定"即

自主*( 表示由教师决定" 即不自主) ’’’ 表示目

标+实施’评价都由学生自主决定! 该图的平面则由

对话和结构表示! ! 表示对话程度")! 表示对话程

度很强"*! 表示对话或交互较弱*# 表示课程设计

的结构"*# 表示结构比较灵活"!# 表示不灵活! 对

话和结构决定交互影响距离"当对话最强%)!&’结

构最灵活%*#&时"交互影响距离最小*但是"只有当

对话最弱%*!&’结构最灵活%*#&时"而不是结构最

严谨+!#,时"交互影响距离最大! 最后"教学计划的

独立性由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交互影响距离决定"
距离最长"自主性最强"则独立性最大*反之"距离最

短"自主性最低"独立性最小! 例如"图中的 ’’’*
!*# 型"’’’ 就表示学习者在目标’ 方法和评价等

方面都能自主"*!*# 表示双向对话通信较少"教学

计划比较灵活"即交互影响距离较大"总之这是一种

最具独立性的教育形式*而 ((()!*# 表示一种学

生自主性很差’对话很强%距离很近&"教学计划仍比

较灵活" 即距离最短! 这是一种学习者与老师最接

近"一切由老师做主"独立性最小的教育形式! 这一

理论及其发展与应用"无论对远程教育的理论发展"
还是远程教育的实践创新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指导意

义!

%三&三类交互作用

-./. 年穆尔又提出了,三类交互作用$的概念

和理论) 他第一个在理论上把远程教育中的交互划

分为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交互" 学习者与教师交互和

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交互等三种类型) 学习者与学

习内容交互是教育的一个定义性特征" 没有它就不

成其为教育) 这种智力活动的结果将改变学习者对

事物的理解" 即观念的改变或者学习者心理认知结

构的改变) 穆尔认为这种类型的交互至少包含在霍

姆博格的,内在指导会谈$里) 第二种交互类型是学

习者与教师之间的交互" 是学习者与准备课程材料

的专家进行的交互" 或者与其他担任教学工作的专

家之间的交互) 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这种交互是必

要的"而且是最受欢迎的) 在这种交互中"远距离教

师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传统教育工作者

认为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目标) 第三种交互类型

是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也是在 .0 年代对我

们的研究和实践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新维度) 这种学

习者之间的交互" 也就是一个学习者与其他学习者

进行的一对一或以小组形式教学的" 教师在场或不

在场"有教师指导或没有教师指导的交互)

三!创新发展

随着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 互联网的应用和终

身教育理念的渗透" 穆尔的远程教育理论体系也与

时俱进"不断得到他本人和后来人的发展和完善)
%一&1*23456768 背景下的远程教育研究

穆尔本人对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和远程教育的本

质有着非常深邃的见解" 他说-,人们通常把远程教

育当成技术来看待"其实不然"技术只是远程教育的

驱动力而已) 远程教育本身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与

学的范式"是有关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一种

新的关系) 有些人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而远程教

育却能把这种机会向更多人开放) $目前美国乃至许

多机构开始提供 1*23456768 的服务" 穆尔针对其中

出现的不良现象和苗头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忠告-,远

程教育从 -. 世纪诞生开始它的使命就是减少教育

不公平现象" 为那些不能接受常规教育的人提供教

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但目前这个使命在新出现的提

供者那里好像变了"远程教育成了一种奢侈品"只要

消费者具备购买力就可以买到)在网络时代"远程教

育很可能会拉大知识拥有者和匮乏者之间的鸿沟) $
在质量问题上"他提出"质量是关键) 当喧嚣’抱怨过

后"对质量的反思"仍然是远程教育研究需要面对的

问题)因此始终应该把目标定位在高质量上)另外对

理论研究他也提出了真知灼见-,很多研究由于没有

建立在一个世纪以来积淀的远程教育理论基础上"

国际名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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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一些非常不成熟的实验研究! 特别是在互联

网大行其道的时候"很多人蜂拥而上"把以前的根基

都抛掉了!实际上"对于学习者"教师的态度和技能#
管理#理念#政策#历史等基础研究内容并不是与互

联网一起诞生的"而是早已有之的! $%正如我所讲一

些理论是幼稚的一样"实践也是不成熟的!我希望不

要因为一些过失而垮掉了整个远程教育事业! 在这

方面"我提倡向英国开放大学和印度英迪拉&甘地国

立开放大学学习" 他们都用了很好的教育理念来指

导新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
!""#年 穆 尔 推 出 力 作 ’远 程 教 育 系 统 观()与

$%&’ (&)%*+&, 合著"-"".*"此外还有’远程教育访谈

录 ( )/0&)123’ 4&%*53)++, )6578 92*8)3:& ;<7:)8253 =
>&)<23’* 23 92*8)3:& ;<7:)8253 ?7@6&% . = ;<28&< 6,
A2:B)&+ $C A55%& )3< ?)@23 /B23 "D7’7*8 EFFF*
等! 其中’远程教育系统观(这本书内容包括远距离

教育基础# 远程教育的历史发展# 远程教育应用领

域#效益研究#技术和媒体#课程设计和开发#教学和

指导#远程教育学生#行政#管理和政策#远程教育理

论基础#国际视野#教育革新等篇章"从中可以看出

远程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组成要素完整而紧凑!这

些要素既是实践者的主要工作领域" 也几乎涵盖了

学术研究人员要研究的所有课题" 综合起来构成了

各国各具特色的远程教育事业!彼得斯)G885 4&8&%**
把远程教育视为高度结构化的机械系 统" 魏 德 迈

)H&<&@&,&%*则认为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与教师之

间发生的交互关系"而穆尔则综合这两种观点"在这

本书中创建了他自己的" 能表现多种视角的理论框

架!
)二*赞同者对独立学习理论体系的发展

许多后来者对穆尔的独立和自主学习理论体系

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他们主要是+
-IJ2++@)3= 9I KI+希尔曼又增加了%学习者!界

面$)或人机交互*第四种交互类型)-""L 年*M
NI/)6)OP%&<)-""L 年*+弗莱德I萨巴是美国著名

的在线远程教育消息集散地,,,<2*8)38Q&<7:7:)85%I
:5@ 的创办人"圣地亚哥大学教授! 他引用了 R 个不

同领域的知识+远程教育#系统动力学和语篇分析来

验证穆尔的理论模型" 他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穆尔

关于交互影响距离理论的有效性M
RI$)%%2*53=9I>IS T),3853OAI )-"U" 年 和 -""N

年*+加里森和贝恩顿提出了%学习者控制$这个概

念"认为控制是远程教育的核心问题"主张通过直接

的交流" 教师和学习者不断地对学习过程的控制程

度进行协商和调整"在这种协商中"有 V 个重要的因

素+ 学习者在学科领域发展起来的专业程度或 %熟

练$程度-学习者所期望的和获得的"经过教师允许

和促进的独立性)23<&0&3<&3:&*程度-教师提供支持

的程度-
LC9)W2< (&@6&%)-""X 年*+大卫&坎布尔提出了

%开放学习$模型"主要关注影响远程教育学生学习

完成率的因素"主要研究学习者在与家庭#工作或社

会等问题可能发生的冲突下" 能够达到学业整合的

程度-
XCY&%<723OZC>CS K+)%1O[CDC )-""- 年 *+凡 尔 登

和克拉克提出了三维理论模型" 这种模型保留了穆

尔和加里森对成人教育的关注" 并试图囊括更为广

阔的远距离教育实践领域!他们从穆尔的对话#结构

和学习者自主性这些概念出发" 并将其作为他们的

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对话\支

持-结构\专业化-综合能力\自我指导! 非常可贵的

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可以把远

距离教育与成人教育以及传统教育联系起来$!

四!评价启示

)一*评价

综观以上对穆尔远程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我

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一个学者治学于远程教育" 为远

程教育事业献身的人格魅力! 从在肯尼亚开展函授

教育开始)-".V*"穆尔投身远程教育事业 LF 年整"
学术成就斐然"贡献卓著! 他不仅注重学术探讨"还

在实践中运用它"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他学术底蕴深

厚"研以致用"是国际远程教育理论)特别是基础理

论体系*研究先驱和倡导者-创办杂志"开设专业"是

美国远程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人- 积极推动第三世

界国家远程教育的发展" 向更多的不利人群开放教

育机会"是国际远程教育活动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可以概括如下+从教育学意义上来分析#提出和规定

远距离教育是其创新和伟大之处! 从其第一篇文章

就可以看出穆尔是在%独立学习$的框架下引出远距

离教学的" 使其观点有较强的理论依据" 更具合理

性! 德斯蒙德&基更指出"%-"U" 年迈克尔C$C穆尔在

给’远距离教育原理研究(撰写的.三类交互作用/一

文中"以可靠而充实的证据证明"在教育领域中被称

为%远距离教育$研究的这门学科已经成熟! 它所研

究的问题对于教育领域的其他学科来说是陌生的"
但对于远距离教育则是基本的! $尽管交互影响距离

这个概念诞生于远程教育领域" 但它对所有类型的

教育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穆尔认为结构#对话决定

交互影响距离" 交互影响距离和学习自主性决定学

习独立性"这一研究和讨论"深刻揭示了远程教育一

些关键因素的制约关系" 丰富和发展了远程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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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论!!!独立学习与交互作用理论"
然而#穆尔的理论也引发了一点争议#本身也存

在少许不足$
!"术语交错使用#变量关系描述模糊" 比如结构

和对话是变量#簇%#$%&’()&还是维度’ 交互影响距离

和自主性定义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 它们之间关系

是什么’交互影响距离是对话和结构的函数#那么它

们之间关系是什么$二维矩阵#单一的连续变量#还

是特别的簇’
*"他假设(那些距离更远的学习和教学方法会

吸引那些自主性更强的人# 因此在距离相异的课程

计划中可以找到学习者不同的自主水平)#瑞典的波

吉塔*威莲%+,)-,’’. /,$$!0#!122 年&对此质疑最为猛

烈+ 她向那些把(独立)和(自主)看成是远距离教育

主要特征的人提出挑战" 她说远距离教育的学生跟

其他成人学生一样具有同样的特征和同样的需要"
她强调#她的研究表明#独立和自主的概念不能被现

实所证明" 她说如果我们想当然地假定那些能够到

远程教育机构中学习的人都是自主性很强的人#这

对学生的学习成就将构成潜在威胁" 因为大部分责

任落在学习者身上# 很容易就把远程教育机构中教

师应承担的责任忽视掉"
暇不掩玉# 穆尔的独立和自主学习理论在远程

教育理论体系当中仍然独树一帜# 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启示

对国外远程教育专家理论思想研究的意义就在

于对它的吸收和内化# 用于指导中国的远程教育理

论和实践发展" 在中国和美国的远程教育理论和实

践发展的比较中#我们发现#美国远程教育事业的发

展是植根于高校成人和继续教育的实践领域的#从

二战后开始发展起来# 主要汲取成人教育学科的营

养,它与教育技术是并行发展的两个领域" 在中国#
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从 !132 年邓小平批准

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后开始的#而教育技术#其

前身电化教育#作为事业#也是在几乎同时发展起来

的#教育技术作为一个专业和学科#则是在 !124 年

才在华南师范大学创立的"远程教育#在实践中与教

育技术是共生互促的关系"也就是说#远程教育是有

条件与教育技术一样成为教育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远程教育走的路线是内

源性发展#这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远程教育学科和

实践的成熟是从传统大学内部开始孕育发展的#其

二是指它按照学科自身形成- 发展的规律逐步形成

一门独立学科#而后学科的发展又引领事业的发展,
而我国的远程教育走的是外源性发展道路 %与英国

的远程教育发展相类似&#即事业的发展带动学科的

发展+由此我们推演$在教育集权制或集权与分权并

重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中国-法国-德国&#走外

源性发展路线较多#远程教育事业性特征明显,在教

育分权制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美国&#走内源性发展

路线#专业性特征突出#学科理论成熟也比较快+ 这

一结论初步可以从霍姆博格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他

曾研究过远程教育发展历史# 发现在 *5 世纪 65 年

代末开始出现了一批远距离教学大学# 包括英国开

放大学%!161 年&-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大学-中国

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西德的芬恩远距离教学和西

班牙的国立远程教育大学# 并指出这些大学都不是

传统的大学#而是没有校园-专门致力于远程教育的

大学+ 这些大学的建立都是靠行政命令把它作为一

项国家事业而开始的+ 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却没有建

立这样的 789 大学+ 因为那时他们的高等院校早

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教育方式# 向校外学生提供远距

离教育了%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就是一例&+ 这一

结论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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