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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英语口语虚拟学习社区构建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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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大学英语改革的深入，通过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针对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本科
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利用学校现有的网络学堂，结合英语听说系统，构

建符合二本院校学生的虚拟学习社区，在虚拟学习社区中能成功实现教师和学习者，学习者和

学习者之间的有效交互达到提升大学生英语口语应用能力的目的。同时，通过虚拟口语学习社

区的干预，为进一步研究慕课环境下教师引导学生提升英语自主学习能力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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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１９９３年，国外学者 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首先提出了虚拟
社区 （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这个概念，特指 “一群

主要通过网络彼此沟通、讨论的人们，彼此有某

种程度的认识、充分的感情，分享某种程度的信

息与知识，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个人关系网络的社

会集合体”［１－２］。成熟的虚拟社区具有聚集性，因

为 “它提供参与的环境，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

人们方便交流与互动，构成信任，共同分享教育

成果，形成归属感”［３］。

所谓 “虚拟学习社区”是在虚拟社区的基础

上加入了在线学习的因素［４］。作为一种新鲜事物，

它又被称为虚拟社区 （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在线
社区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电子社区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等。对大学英语而言，本文的 “虚拟

学习社区”（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既是大学
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同时也是充分

利用第二课堂时间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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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虚拟口语学习社区的设计与

应用

　　大学英语教学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英语教
学课时缩短和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的增加，其次是

新的 “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

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

能用英语进行有效的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的需

要”［５］。因此，建构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听说虚拟

学习社区被提上日程。

笔者所在的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是二本院

校，又加上师资紧张，没有开设口语课程。大学

英语学时安排为：上午授课，下午课后自主学。

自习期间虽然有教师巡视，但是由于不能进行有

效的沟通和引导，因此，也无法形成积极的学习

氛围。

另外，该校学生口语学习存在环境和心理等

方面的问题。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来自外地，

中学教育阶段对口语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外地

口音，发音不标准，词汇量缺乏等导致学生产生

英语口语心理阴影，因此，他们一般不会通过主

动参加英语沙龙等活动来提升口语能力。又加之

课后师生处于时空分离状态，课外指导亦难以实

施。口语课的缺失使得学生用口语表达时不仅无

话可说，更是不知如何说，英语基础薄弱导致学

生缺乏自信心，感到胆怯和焦虑。

为了更好地探究网络课堂对学生的英语口语

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作用，本次研究依托

北京联合大学校级网络平台，在原有的大学体验

英语听说系统基础上，选定广告学院非英语专业

的广告系大一大二学生 （２０１３级和２０１４级）作为
研究对象。

（一）研究对象信息技术素养和计算机网络技

术支持条件

研究小组对大学生信息技术素养和计算机网

络技术条件进行了个人计算机设备以及网络使用

情况问卷调查，共１９３份问卷，其中１７５份有效问
卷，分析结果显示：拥有个人计算机的１３１人，学
生计算机大部分配备 ＣＯＲＥｉ３ＣＰＵ，４Ｇ内存，
５００Ｇ硬盘，带有 ＶＣＤ驱动，１３－１９英寸显示器，
操作系统主要是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６５％），也有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３５％）。在１３１人拥有计算机中，配有
摄像头的 １００％，配有耳机 （音箱）和话筒的

１００％，上网率为１００％，上网的方式９５％以上是
校园宽带网。

在１７５份有效问卷中，学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
在１－４小时之间，不上网的很少。学生拥有ｑｑ账
号的人数为 １００％，拥有 Ｅｍａｉｌ邮箱的人数为
１００％，拥有电话并配备上网功能的为 １００％，手
机系统为ＩＯＳ和Ａｎｄｒｏｉｄ的人数为９５％。浏览 ＢＢＳ
的人数为９０％。

（二）虚拟口语学习社区中认知学徒理论和合

法外围参与理论的应用设计

认知学徒理论和合法外围参与理论告诉我们：

新手在最初参与社区活动时只承担责任较轻的周

边工作，在参与过程中逐渐承担责任较重的工作，

获得认可和真正的地位。这种对工作认知程度的

变化即为学习的过程［６］。因此，实验中 “学生导

师”参与教学设计和组织，小组活动时承担指导

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甚至是答疑者的角色。组

长先让协调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方面都是较为突

出的学生担任，随后更多的学习者充当这样的角

色。设计模型如图１所示：内核由一名专家、两位
教师、和九位 “学生导师”构成，而 “学生导师”

各自为战，吸引社区外围的学生组建社区中若干

个学习小组。在参与社区口语交流和活动以后，

加入虚拟口语学习社区，成为社区成员乃至核心

成员。通过 “带”、“帮”、“传”的方式，促进整

个虚拟口语学习社区成员的口语提高。

图１　认知学徒理论和合法外围参与理论
在虚拟口语学习社区中的应用设计

（三）社区的交互设计和效应

１．社区的交互设计
社区的交互设计特指选择和确定社区中网络

教学交互的方式和开展模式。本研究所采用的是

问题引导式。该设计以教材话题为依托，通过复

杂度逐步递增的预设问题，引导学生寻求解决问

题的方法。尤其在问题之后，通过要求他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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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回答问题的过程，逐步培养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的能力和主动学习的能力。

例如，以 “志愿者”为主题的系列问题：

（１）你是否了解志愿者的工作？
（２）你认为志愿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在

学生给出自己的观点后再次提问）

（３）如果你是一名准备去边远地区支教的教
师志愿者，你认为什么能力和品质更加重要？（换

位思考）

（４）２０２０年北京冬奥会需要一批语言咨询志

愿者，作为审核者，你会录取怎样的志愿者？

社区中有小组讨论区和组间评论区，互评可

以帮助学生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呈现成果，巩固

新知。

在虚拟口语学习社区中，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的交互主要通过网络实现，学校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网络
学堂平台、微信和 ｑｑ都为学生提供了这样的平
台［７］。但由于情况各不相同，虚拟社区平台设计

需要与学生使用方便的工具相对接，因此，本研

究中的交互工具选择设计如图２所示：

图２　虚拟口语学习社区中交互工具选择流程图

２．社区的交互效应
个体在虚拟学习社区群落中与不同群体之间

建立多种联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激励机制。教

师和学习者、学习者和学习者之间所发生的交互

作用，实现了思想和信息的互通。同时，虚拟学

习社区群落中多样的交互方式也为群体之间的交

流和沟通提供了前提和保障。知识交流对于虚拟

学习社区群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为每个个体

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正是这种知识差异势差引起了知识的

交流和交互。社区中的每个参与人既可以向其他

主体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也可以得到其他主体的

对自身的评价，从而能强化认知实现虚拟学习社

区知识的生态平衡。

　　三、虚拟口语社区的实施及效果

测评

（一）虚拟口语社区的实施

在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从同级教学班中抽出三

位教师所教授的六个班级作为研究对象，六个班级

被分成三个实验班和三个对照班 （每班３０—３３人左
右，总共１９０人），在经过一个学期为期１６周的英
语虚拟口语社区学习后，研究者对实验班进行了关

于英语口语学习情况的问卷调查，共发出１０３份问
卷，收回试卷９７份，其中有效试卷为９５份，有效
度达９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让学生获取相
关的阅读、听力和视频资料的学习 （课堂教学和自主

学习），接着依托学校网络平台进行任务的发布 （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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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随后学生利用同步类 （微信，ＱＱ）或异步
类 （电子邮件，网络讨论平台）交互工具完成任务并

提交数据，最后研究者使用ＳＰＳＳ进行整理分析。
（二）虚拟口语社区的效果评估

学校网络平台提供的大量资源和有针对性放

置的英语学习网站链接，以及团队合作交流，为

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口语学习氛围。实验后的

调查显示：８２％的同学表示 “与传统英语教学模

式相比，我更喜欢此种英语学习环境”，８３％的同
学表示在英语虚拟口语社区里 “经过一个学期听

说练习，我认为自己的英语口语表达有了提高”。

由于教学模式的改变，学生不再是一个人战斗，

８９％的同学认为 “加强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

９６％的学生认为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必不可少。在团
队的支持下，通过学生导师的系统引导和外围教师

专家的持续激励，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英语学

习潜力，调动学生英语听说口语的学习积极性，帮

忙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深入挖掘，使学生及时看到

学习效果，经过课后的交流和讨论做出反思总结经

验，为后续的口语学习做出有效的调整。

表１　虚拟口语学习社区中学生口语表达的词汇量数据分析

均值 Ｍ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相关系数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实验班

段落长度前测

段落长度后测

１３０７３
１７５８２

３３
３３

３０７６３
４９４１１

５３５５
８６０１

５１２ ００２ －６０５１ ３２ ０００

最常用１０００词前测
最常用１０００词后测

５９９４
８１７９

３３
３３

１２３６９
１９０５１

２１５３
３３１６

６１７ ０００ －８３６５ ３２ ０００

次常用１０００词前测
次常用１０００词后测

５２１
６２１

３３
３３

２８３７
３００８

４９４
５２４

３０２ ０８７ －１６６３ ３２ １０６

　　在对同级实验班和对照班前后测的英语口语进
行对比后发现，采用虚拟学习社区的实验班成绩进

步明显，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提升更快。为了全面地

了解实验班英语口语的整体学习和变化情况，研究

者分别对实验班学生英语口语表达的词汇量 （段落

长度，最常用１０００词使用情况、次常用１０００词使
用情况）、多样性 （简单句、并列句、复合句分布

比例）、复杂性 （句子长度）和流利度 （子句数和

从属子句数分布比例）收集数据进行了对比 （表１
中Ｎ是测试人数，ｔ是ｔｅｓｔ的ｔ值，ｔ值为负是实验
组前后测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的值，ｄｆ表示自由度，
ｓｉｇ是差异性显著的检验值，该值若小于００５或者
００１则表示差异显著，ｓｉｇ双侧表示测试值有可能大
于或小于），成对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除了次常用

１０００词（ｔ＝－１６６３，Ｐ＝０１０６）、从属子句数（ｔ＝
１３３，ｐ＝０１９）、子句／Ｔ单位（ｔ＝０６１，ｐ＝０５４）以及
并列句比例（ｔ＝－０１６，ｐ＝０８７）显著性差异不明显
外，其余几项Ｐ值为００００（Ｐ＜０００５），显著性差
异都很明显。其中表１对实验班学生的词汇量 （段

落长度，最常用１０００词使用情况、次常用１０００词
使用情况）详细数据。

四、小结

网络虚拟社区是一种有效互联网技术，通过

利用空间的距离，使学习者既有足够的学习和思

考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纯粹的学习氛围，

加上教师专家有意识的组织和引导，使学习者有

了更多的选择，学习方法和思维模式也有了改

变。学习不仅重视结果，而且更加重视过程，重

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对虚拟英语

口语社区的硬件设备 （学生的计算机设备）调查

和软件设备 （学校的网络平台建设）的优势，结

合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理念的更新，学生的口语在

经过一个学期的练习后有了变化，研究者认为虚

拟口语学习社区能成为一种很好的英语学习辅助

方式。

但是考虑到成员组之间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责

任感程度的区别，学生导师的领导力执行度，教

师的参与时间，与学生个体互动深度和广度这些

方方面面的因素，本研究同时也发现：虽然虚拟

英语口语社区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学生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但是这种英语自主学习能力

的提升持续性和教师专家以及学生导师的关注度

有关系。因此如何真正使虚拟学习社区成为大学

英语教学的有力补充，实际的学习效果还有待继

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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