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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讨论开展的背景1



背 景

设计和组织好在线讨论，效果是：

1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对知识的理解和内化

2 促进师生、生生交流

3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

4 以上均是

• 什么是在线讨论？

对话



背 景

• 讨论区成为无人问津的“荒地”

• 有的成为发布通知布置作业的公告栏

• 有的成为百家争鸣、学术争锋的舞台

• 有的人气兴旺, 有的气氛萧条；

• 某慕课：发帖总数0.49万，教师发帖26个，缺乏互动。

• 讨论区师生发帖数是国家精品慕课评审的重要指标。

• 高度重视师生互动，师生发帖代表着课程的活跃度

• 新冠疫情为在线教学讨论提供了契机。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nu-1002919011

以《信息素养：开启学术研究之门》在线课程为例，在第二期开展为

期12周的教学研究，从教学存在角度确定可能提升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

度的策略，三轮行动研究，以期改善课程论坛中学习者的在线学习参与度

水平，促进有效学习。

研究背景
• 1.在线学习人数持续增多,但学习者在线学习参与度不高

• 2.提升讨论区参与度以提升整体学习参与度



 相对其他学习活动，学习者对论坛讨论和交流的完成程度最低。

 在9种课程资源中，学习者认为讨论区对其理解和掌握内容的

帮助程度排名靠后，仅高于不计入最终成绩的自主练习。

 10.9%的学习者建议本课程加强互动交流环节。

第一期课程结束时的结课调查（46人）结果：

前期调查



学习者分析

 绝大多数学习者有网上学习经历、学习过MOOC且参与

过在线讨论活动，个别学习者缺乏相关经验；

 学习者对回答讨论区问题、浏览和回复其他学员发表

的评论的意愿程度不高，并不热衷参与讨论区活动；

 发言被抄袭、教师较少参与讨论和讨论耗时是影响学

习者参与讨论积极性的最大的三个因素。

为了解学习者参与在线讨论活动的经验和意愿，在第

一周进行了开课调查（78人）结果：

前期调查



• Salmon在线学习五阶段模型对于设计

在线讨论活动是一个有用的反思框架

• 学习者通过在线讨论分阶段逐渐获得

自身知识建构。

• 每个阶段学生所需的帮助和指引不尽
相同。

图 Salmon在线学习五阶段模型（Salmon,2002）



教学存在组成要素

教学设计

促进对话

直接指导

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

问题导向策略：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活动设计

互动教学策略：以交流互动为导向的促进对话

知识建构策略：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

行为参与度

情感参与度

认知参与度

提
升



在线讨论的设计2



讨论题的设计

本课程线上设指定或自主专题讨论。每次讨论的前期鼓励学

生参与讨论熟悉新知，课后与同伴交流互动增进思考。

指定讨论 自主讨论



问题导向策略

参与讨论的主要目的是基于讨论题开展回复、交

流活动，促进学生知识建构，题目是讨论活动的核心。

学习者参与讨论之初，对平台操作、如何获取讨

论分数、如何参与专题讨论、回答问题的方法技巧以

及有哪些注意事项等均不甚清楚，如不在初始阶段为

其提供一系列说明、指导和帮助，可能会产生畏难等

消极情绪而影响后续参与的积极性。

讨论区
总体设置

建议参与
时限

有效
使用媒体

制定
网络礼仪

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活动设计

在线准备阶段

讨论题设计方法

问题导向策略

讨论区
总体设置

建议参与
时限

有效
使用媒体

制定
网络礼仪

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活动设计

在线准备阶段

讨论题设计方法

问题导向策略



问题导向策略

要素1 讨论题设计方法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遵循一定的原则设计讨论题目，

为完成特定的活动提供明确的指

导，密切监测讨论的情况。

讨论题尽量与学生实际需求或

经历相联系，并为如何回答提

供提示，具备一定开放性，让

所有参与者都有话可说。

设计讨论题需遵循原则：

• 阐明设置讨论活动的目的；

• 让学员能够联系自身实际回答问题；

• 为如何回答讨论题提供指导和提示；

• 对于有相关经验和无相关经验的学

员都提供回答的思路；

• 鼓励学习者浏览他人的回复并对优

秀的帖子点评和点赞；

• 随着讨论推进，可在后续的讨论题

中加入学员所发表的内容。



专题一：信息素养导论

专题四：信息检索（上）

示例：讨论题设计方法

1.提供样例，学生阅读、思
考类讨论题

2.创设情境类讨论题



示例：讨论题设计方法

3.活动印象类讨论题

4.知识拓展类讨论题

5.收获体会类讨论题

华南师大《设计思维》通识课为例



示例：讨论题设计方法 高中语文老师微信群组织学生讨论

点评：讨论题源于现实生活，学生有话可说



要素2 讨论区总体设置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确定明确的讨论区评价标准和参与讨论指南，帮助学

习者迅速熟悉讨论区。常见问题包括讨论区活动占课

程总成绩的比重、如何获得满分、发帖有何标准等。

制定学员学习指导手册和评分标准，包括如何有效参与

讨论、讨论区分值在课程总分中所占的比重、需要发帖

和回帖的数量、计分帖子的要求和提供发帖参考标准等。

问题导向策略



示例：讨论区总体设置

讨论区评价标准

学习指导手册



讨论区发帖指导手册

讨论区活动参与建议

示例：讨论区总体设置



要素3 建议参与时限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让学生以相似的步调学习，是支持异步学习环境中

有意义互动的基础。各项活动需要设置明确的时间

节点，比如讨论活动起始和结束的时间。

课程按周发布教学内容，为确保效果需集中时间讨

论。每个讨论题自当周发布起，有一周作答时间。

问题导向策略



示例：建议参与时限

课上提醒

QQ群提醒 微信群提醒



要素4 有效使用媒体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提供指导手册，并将链接直接放在他们将要参与的讨论活

动版面上；及时在课程群中答疑，分享与相关课程资源。

帮助学生理解如何正确使用平台的相关功能，例如在

在线讨论中如何正确回复和评论，以及适当使用QQ或

微信等课程群进行辅助教学。

问题导向策略



要素5 制定网络礼仪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行为准则：不发与论坛无关的帖子，不将一个帖子到处粘

贴；不发水帖，先浏览已有帖子的观点；不重复发帖，严

禁抄袭和语言暴力，与人为善。

学员讨论区行为规范——对行为进行规定和说明，对如何

有礼貌地参与讨论提供指导，并以手册形式提供给学习者。

问题导向策略



示例：制定网络礼仪

如何有效使用讨论区功能

制定学生发帖准则



在线讨论的组织3



在线讨论的组织

• 1.互动教学策略

• 2.知识建构策略



互动教学策略

回应
技术问题

促进
互动交流

营造
学习氛围

确定观点
异同之处

达成共识
并理解

认可学员
参与表现

吸引学员
参与讨论

以交流互动为导的促进对话

在线讨论阶段互动教学策略

学习者虽然已经熟悉讨论活动并掌握了参与方式，

但尚未形成讨论习惯，尚未认识到参与讨论的重要性，

缺乏互动交流，整体讨论参与水平不高。因此，应制

定以培养学习者参与讨论活动习惯的教学策略。



要素1 吸引学员参与讨论

• 对不太积极参与讨论活动的学习者，需使其了解讨论的好处。

• 对于参与讨论的学习者，要及时与之互动，维持其兴趣。

互动教学策略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 提供积极参与讨论将产生正面作用的说明；

• 定期与学员进行互动，对其帖子进行点赞或表扬；

• 将不同学员之间的观点相联系，鼓励学员之间相互沟通



示例：吸引学员参与讨论

说明讨论的好处

点赞肯定学员发帖



要素2 促进互动交流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学习者可能有意参与论坛活动但不清楚如何与同伴进行交流，

教学团队可为其在社交基础上参与对话提供一些可操作的建议。

在专题讨论总结文档、教学团队回复学习者的帖子中，鼓励学

习者回帖应在赞同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 可以提供另一种观点或补充相关内容；

• 也可对存疑的地方进行提问；

• 或回答其他同学或教学团队的提问等。

互动教学策略



示例：促进互动交流



要素3 营造学习氛围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 通过一些小提示，如在发送课程推送邮件、回复某些学

习者的帖子、鼓励学习者访问讨论区时，告诉学习者：讨

论区是一个激发创意想法的地方，不需要对论坛上的“大

声思考”感到难为情。

• 教师也可在论坛回复中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探索新想法。

• 讨论区有讨论的氛围，才能吸引更多学习者参与进来，

• 也有利于维持学习者持续参与的积极性。

互动教学策略



示例：营造学习氛围

回应学生发言

鼓励探索新观点



要素4 确定观点异同之处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定时浏览论坛帖子情况，挖掘学习者之间观点相同或相反的帖子，

并通过回复评论的形式，试图引导学习者进一步思考其中的统一

和分歧，能够就相同点达成共识，并理解接受不同的观点。

学习者在讨论的过程中，会对某些观点达成一致意见或产

生分歧，教师需要明确其中的同意和分歧，并告知学习者。

要素5 达成共识并理解

策略解释 在学习者认识到双方观点的相似和相反后，引导双方进一步讨论，

以使学习者就相同的观点达成共识，并理解存在分歧的观点。

互动教学策略



示例:达成共识并理解



要素6 认可学生参与表现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 定时浏览论坛帖子情况，对学习者发表的帖子点赞或用

鼓励性话语回复；

• 将优质帖子置顶等。

学习者就讨论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后，教师要对其表示鼓励，

肯定学生的付出，让学生知道教师看到自己发表的帖子了。

互动教学策略



示例：认可学生参与表现

点赞、置顶

摘录、共享优秀回答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在线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可能会遇到平台使用或

课程内容等涉及技术相关的问题（如网站访问、

软件操作等），教师需要为这些学生提供指导。

学习者如果对平台的使用、网站访问和相关软

件操作等有疑问，教学团队需及时提供解答，

并鼓励学习者互助。

互动教学策略

要素7 回应技术问题



拓展
知识

挖掘
深度话题

总结
讨论概况

教学团队
答题

确认
理解

诊断
误解

聚焦
重要帖子

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直接指导

知识建构阶段知识建构策略

在培养学生定期参与讨论的习惯时，还应培养其

发表深层次观点的能力。促进学生知识建构是参与

讨论的高阶目的，尝试通过直接指导策略引导学习

者深入思考，提高所发表帖子的认知水平。

知识建构策略



要素1 挖掘深度话题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深入挖掘学习者的发帖（发展成新的问题），以将相关

内容和问题呈现给学习者。

定时浏览学习者的发帖，收集与讨论主题相关，进一步

展开讨论，通过置顶的方式，让更多的学习者看到并发

表自己的观点。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挖掘深度话题

基于帖子内容提问
以引导学习者思考



要素2 聚焦重要帖子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讨论活动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难以集中和改进讨论，教师应

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构建或追求知识增长的帖子，以使对

话超越信息共享，进入知识构建尤其是整合和应用层面。

•聚焦特定重要的讨论帖，引导学生围绕这些帖子进行发言，

深化讨论话题；

•对学习者在讨论过程中话题焦点的把控，避免话题偏离轨道。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聚焦重要帖子

在总结手册提及发表
优质帖子的学员ID

当回帖数较多时，可将优质
回帖置顶方便学员聚焦



要素3 总结讨论概况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当论坛中没有足够的教学存在时，较低层次的批判性探

究讨论就会停滞。老师的总结通常也不仅仅是单纯对以

前帖子的总结，可作为设计传授新知识活动的基础。

每周讨论进行到中期，对当前的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包

括讨论题的设置意图、不同的观点类别、优质的观点、

完成得较好和有待改进的地方等。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总结讨论概况 总结成册 学员共享

在讨论区发布总结通知



要素4 教学团队答题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开放程度高的讨论题一般没有标准答案，但学习者希望提供较

为“权威”的回答。教师根据学习者参与讨论的情况，在讨论

开始一段时间后，发表对讨论题目的看法，供学生参考。

•在每个专题发布后的一周内，如果很少学习者回答问题，教

学团队可先答题作为示范，供学习者参考。

•如果学习者回帖数尚可，则在一周后总结学习者发贴情况，

肯定答题以供其参考借鉴。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教学团队答题

讨论一周后，教师答题

题目难度大，助教答题供参考



要素5 确认理解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 非正式、及时的教师评价和反馈对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有一定作用。

• 教师应该适当地对学生发表的帖子进行评价和提供一些解释性反

馈（比如对进一步讨论、与课程内容相关问题的答疑）。

• 定时浏览帖子，选择性对一些帖子进行评价，可从学习者的回

答角度进行分析；

• 对其中所涉及的概念进行解释，借此让看到这条回复的所有学

习者加深对讨论主题的理解。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确认理解



要素6 诊断误解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学生往往可能持有错误的观念，阻碍了他们建立正确观念和心理

图式的能力。有效的学习活动设计给学生带来了发现这些错误观

念的机会，教师的意见和问题作为直接指导。

有时候学习者可能没有正确理解讨论主题的意思或其中的重要概

念，发表的帖子存在科学性或准确性上的偏差，教学团队需委婉

指出个中不足，并引导学习者纠正。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诊断误解



要素7 拓展知识

策略解释

做法举例

丰富的网络资源，可为学生提供与讨论主题相

关的学习资源。

• 讨论题中可穿插与主题相关的资料作为题目

的一部分；

• 为学生回答问题拓展思路，在课程群中提供

与课程相关的资源。

知识建构策略



示例：拓展知识



学生评价



学生评价

2018级林同学：想聊聊这门课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版块——“中

国大学MOOC”平台上的讨论区是最受校内外同学们欢迎的。正所谓

“自古评论出人才”，在线上平台老师设置的专题讨论可以在各人

的学习心得和感想中发现亮点，收获其他人思想的精髓，在思辨之

间，仿若一个各色信素思维大放异彩的社区，又似一个大型朋友

圈评论现场，而在每条“朋友圈”的下方也常见老师和研究生师姐

的身影为同学们答疑解惑，好不精彩！



小 结

• 1.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聚焦核心素养培养

• 2.重视讨论题的设计

• 3.引导多角度交流互动

• 4.适时鼓励，及时反馈

做有心人，留意搜集与教学有关的信息，作为讨论的素材！



• 基于教学存在的讨论区在线学习参与度提升策略研究

•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视频呈现方式分析研究

• 基于量规的在线同伴互评设计与应用研究

• 交互式微视频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 基于视觉表征的微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 微信平台支持的以任务为中心的学习研究

• 基于博客的任务驱动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实践研究

• ……

本团队研究成果



感谢您的倾听和参与！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电话/微信：13660800569

E-mail: zhangqianwei@m.scnu.edu.cn

QQ：635899412

张倩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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