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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支持下的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构建
———以 “大学英语写作”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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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基于 “学习共同体”理论和构建理念，将微信这一多功能社交软件融入学

习过程，构建了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模型，包括成员、目标、机制、规则四大要素。主张在微

信作为中介的 “课上＋课下”混合式学习环境中，教师和学生遵循具体明晰的规则，进行深入
互动与自主反思，实现师生的共同成长。同时，探索性地将该模式应用于”大学英语写作”课

程。研究发现，该模式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反思意识、研究意识以及学生的主动学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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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动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设备的普及，给

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手段。国内外有较多

学者对如何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教育改革开展研

究，尝试将 Ｗｅｂ２０应用到教学与学习领域，如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ＵＳＭ）让３００名大学生利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学英语［１］；台湾一所理工学校的 ２３名
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参与了利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进行的同
伴反馈［２］；张艳琼将新浪微博应用于 “大众传播

学”课程的辅助教学［３］；袁磊等在 “摄影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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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课程中使用了新媒体支持下的混合式学

习［４］。在这些尝试中，社交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

更多局限于分享教学资源、同伴学习交互等简单

的学习活动［５］。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让师

生的互动不流于简单的形式而可有可无？我们尝

试通过微信平台，构建起一个具有 “认知拓展”、

“情感互通”、“共生创生”三重境界，可以实现

及时交流与深入互动的 “课上 ＋课下”的师生移
动学习共同体。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

“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一个人类社会学范
畴的概念，是指 “同一地域内，具有一个或多个

共同纽带的社群”［６］。Ｂｏｙｅｒ将其应用到教育领域，
指出学习共同体是由学习者和助学者共同构成的

学习团体，成员间通过沟通交流，分享学习资源，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７］１。潘洪建提出了学习共同体

的构建理念：“个体差异是学习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图１　移动学习共同体模型

班组异质是学习共同体组建的基本方式；真实任

务是学习共同体维系的驱动力量；互动交往是学

习共同体运行的内在机制；共同进步是学习共同

体建设的目标追求［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

以微信平台作为媒介，构建了移动学习共同体模

型 （如图１所示）。该模型借助新兴社交媒体微信
平台，在 “课上 ＋课下”混合式学习环境中，形
成一个以教师和学生为成员，有着实现有效学习

这一共同愿景与各自具体发展目标，以 “互动与

反思”为机制，“管理与监督”为规则的师生学习

共同体。共同体中的四个要素———成员 （教师与

学生）、目标 （共同愿景与具体目标）、机制 （互

动与反思）和规则 （管理与监督）相辅相成，彼

此互动［９－１０］。

（一）成员

在这个共同体框架中，教师和学生是平行主

体，同为学习者、互助者和创造者。

传统的学习共同体往往把学生作为唯一的成

员主体，将教师定义为引导反馈、监督管理的

“助学者”［１１］。然而，有效学习的持续发生依赖于

学生和教师的协同发展［１２］。教师需要不断更新实

践知识改善教学，并成为具有专业发展意识的行

动研究者。学习共同体中的教师，通过微信平台，

可以及时地接收到学生关于课堂教学、活动组织

等各方面的反馈，观察到学生课下的作业和讨论

情况等，便于有效地进行教学反思，积累研究数

据，调整授课方式。

学生是共同体中的另一重要主体。他们不再

只是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有了更多参与知识建构

的机会。在具体的学习活动中，学生进一步分成

小组共同体。为避免 “低分生”永远处于被动、

消极、弱势，无法获得话语权，而 “尖子生”又

充满优越感，同时承受较大心理压力的状况，可

以利用微信群结成异质小组，即不同院系、不同

技能水平，相异经历、兴趣、个性的学生组合在

一起［１３］，帮助消除学生们由于过往成绩形成的固

有印象，将所有学生置于平等地位。如此一来，

小组成员可以充分发挥不同方面的优势，积极贡

献智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二）目标

目标是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也是最

终评价教学效果的标准，可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

目标。

总体目标即共同体成员的共享愿景。Ｂｏｙｅｒ
在 《基础学校：学习的共同体》一书中，将

“有共享的愿景”作为学习共同体必须具备的第

一个条件［７］１。有了共享的愿景，所属成员才会

从观念上认同共同体的存在价值，自觉凝聚在

一起，分享交流，共同进步。对于师生学习共

同体来说，有效学习的发生便是成员们的共同

愿景。无论是学生们追求的目标，还是教师发

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有效学习在课堂内外最

大程度的发生。

这一总体目标可以通过教师和学生设定具体

的发展目标，获得共同成长来实现。本研究中学

生的具体目标为，在微信支持的混合式学习环境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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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一系列复杂任务的完成与学习共同体内

其他成员的深度交流，学习英语写作，牢固掌握

学科知识，同时发展合作学习能力与自主学习能

力。而教师的具体目标是根据微信平台收集到的

学生完成具体任务的数据，开展行动研究，撰写

可以达到发表水平的教学论文；并将研究结果应

用于教学实践，形成该课程的新教案。

（三）机制

“互动与反思”的机制是促进共同体发展的方

式与动力。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通

过双向互动以及自我反思，实现共同成长。常规

教学中的互动在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中得到拓展，

时间由 “课上”拓展到 “课上 ＋课下”，空间由
“课堂”拓展到 “课堂 ＋微信平台”，方式由 “面

对面交流”拓展到 “面对面＋语音文字交流”，这
样一方面有利于消除某些情感障碍，如：不敢提

负面意见等；另一方面为共同体成员之间实现及

时且更有深度的交流创造了条件。而教师和学生

的自我反思，通过微信平台作为媒介，也成为一

种新形式的互动，对自己和他人的教或学产生反

拨作用。

具体的互动反思活动包括：课堂内外的作业

通过微信群或者朋友圈 （微信的一个社交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朋友圈发表文字、图片和视频）进

行分享与互动评价 （可选择屏蔽朋友圈其他好友，

只向学习共同体成员开放）；课堂内外建立学习小

组，教员加入每个小组；教学活动后或每次小组

活动后，师生撰写反思日志，通过各自的朋友圈

进行分享交流，让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都了解彼

此的动态与想法。

（四）规则

规则是为了实现学习共同体的目标，共同

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保证各项活动

有序地进行［１４］。在移动学习共同体建立之初，

由于首次将微信这种社交媒体应用于教学活动，

共同体成员大都积极尝试，愿意参与到各项活

动中。然而，当新鲜感慢慢褪去，随着共同体

建设中某些矛盾的逐步显现、以及其他课业的

逐渐加重，有可能使某些成员失去耐心而打退

堂鼓。如果缺乏系统的管理与监督，个别成员

的不合作行为则有可能蔓延到整个共同体中，

导致整个组织松散，学习共同体的目标最终难

以实现。

因此，有必要在共同体创立之初，就制定好

一系列活动制度，要求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相互

监督。例如，在每次分组讨论之前，每个人要形

成书面的讨论准备；每周针对两次授课内容或者

小组活动，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在朋友圈提交至少

两篇反思日志；对同学发布在朋友圈的大作业，

每次至少选择两个进行留言点评等。

三、实践新模式

笔者在２０１８年春季学期所教授的两个英语写
作班中尝试构建了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开展了

探索性研究。课程持续时间为９周，每周４课时。
拟定的目标为学生通过 “线下 ＋线上”的混合式
学习，掌握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三种英文

文体的写作技巧，发展自主写作能力和评价能

力；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与自我反思，开展行

动研究，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能力和研究

能力。

（一）共同体成员的组成

该移动学习共同体包括一名教师和３５名学生。
教师取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讲师，

从事一线英语教学九年。学生均为非英语专业二

年级学生，分别来自理工科５个学院的１３个不同
专业。大学英语四级成绩４２６分 －６０７分不等。教
师将自己同时教授的两个教学班加入一个微信群，

创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平台。

（二）活动的类型与方式

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在 “课上 ＋课下”的混合
式学习环境中开展。所有活动环环相扣，两个环

境互为补充 （如表１所示）。课堂活动主要包括：
教师对知识点进行讲授、围绕知识点进行写作小

练习以及师生共同讨论。

微信平台上主要开展师生之间与生生之间的

评价与反馈。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一种为小组

共时交流：每３～４名同学建立小组微信群 （老师

加入每个小组群，可随时关注各组进展，也可后

期通过翻阅聊天记录了解各组的讨论情况），针对

需要完成的大作文，于约定时间在群内对作文初

稿进行相互评价。另一种为非共时交流，即利用

微信朋友圈功能，将课后写作小练习以及反思日

志，分享给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并要求成员之间

互相留言评价。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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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类型

课堂环境 微信环境

教师讲授

学生练习

师生讨论

共时交流 （微信群） 写作互评 （大作文）

不共时交流 （朋友圈）
写作互评 （小练习）

反思日志交流

（三）教学实施步骤

本课程共 ３６课时，１８次课；主要围绕记叙
文、说明文、议论文三种文体展开教学。针对每

种文体，学生完成一篇大作文。以议论文为例，

经过 １２课时的学习，学生需要围绕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ｌｉｋｅＷｅＣ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ｄ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这一话题，完成一篇议
论文。

在进入议论文学习的第一次课，老师将作文

题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脑海里带着写作任务开始

学习。老师将这种文体分解为六个知识点，分六

次课进行教学：（１）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ｅｓｓａｙ；（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５）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６）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ｆａｌｌａｃｙａｎｄ
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

每个知识点的教学都在 “线下 ＋线上”的混
合式教学环境中完成 （如图２所示）。

图２　每一主题 “线下＋线上”教学流程

　　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点后，学生练习。比
如，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一讲中，学生需要针对老
师给定的一个论点，使用三种不同的论据进行论

证。由于课上时间有限，无法当堂点评此类小作

业。于是，学生课后将作业分享至朋友圈，只有

共同体成员可见。之后，每位同学至少选择两位

其他同学的作业进行留言点评；教师选择典型的

作业，在下次课上进行讲评。

同时，针对每个知识点的授课，师生均撰写

反思日志，分享朋友圈。学生通过阅读教师和同

学的反思日志，更多地了解老师的授课思路和同

学的学习情况；教师根据学生的反思日志，了解

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及时调整教学思路。比如，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一讲之后，有部分学
生在反思日志中提到，有些范文里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只出现在一个段落的前半部分，而在另一些范文

中却成为一个独立的段落，到底这两种写法有没

有区别。针对同学们的疑问，老师认真地反思了

自己在教学内容设计上的不足。一方面在各类资

料中亲自求证，另一方面要求学生自主寻找答案，

并在下次课中及时组织了有针对性的共同讨论。

这样的互动与反思促使老师将教学内容深化细化，

在教案中对该知识点进行了补充。这种 “线下 ＋
线上”的结合，大大缩短了反馈周期，提高了教

学效率。

六个知识点全部讲授完毕之后，学生开始写

作大作文初稿，在指定日期内完成。之后利用微

信平台，以小组共同体为单位建立微信群进行同

伴互评，学生根据同伴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修改

后再由老师给出一对一书面评价，对文章进行二

次修改，最终提交定稿 （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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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混合型环境下围绕某一文体的教学实施过程

通过微信平台实现的线上同伴写作互评，成

为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以往有限的写作教学课

时以及院系混合的教学班编成，某种程度上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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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传，等：微信支持下的师生移动学习共同体构建

了课上与课下同伴互评活动的开展。往往是课堂

讲授之后，教师布置作文，学生完成后交由教师

批阅。而微信平台的引入，“课上 ＋课下”学习移
动共同体的构建，为同伴评价提供了崭新的平台。

这种同伴间的写作互评，改变了长期以来大学英

语写作课堂 “学生单独写作、教师单独评阅”的

单向交流模式［１５］。学生不再认为写作文只是单纯

完成一项作业，而是发现写作有了真正的读者，

会在和同伴的互动交流中，共同进行意义的协商

与构建［１６－１７］。作文的修改过程也不再是机械地全

盘接受老师的意见，而是会批判地思考与采纳同

伴的反馈与建议。有同学在反思日志中提到：“以

前教员提的修改意见，肯定没有人觉得是错的，

没有思考，只有执行；现在的同伴反馈，会让自

己有更多的思考，修改的时候也会更多地考虑怎

样表达才能让读者读懂。”同伴互评的活动可以增

强写作者的读者意识，提高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与合作学习能力［１８－１９］。

对于老师而言，以往传统单一的线下教学环

境中，即使组织课堂小组讨论，每次也只能参与

到某一个小组的交流［２０］；而利用微信平台加入每

个小组群，则可以全面掌握每个小组的讨论情况，

起到更加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作用。

（四）取得的初步成效

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学反思意识和教学研究

意识都得到了提高。教学方面，由于移动学习共

同体的构建，师生互动频率增多，反馈周期缩短，

教师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到学生的学习状况与需

求，促进了教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如教学材

料的处理、小组合作写作的有效性、写作课堂里

讲授与练习的时间分配等）进行反思。课程结束

时，教师已根据及时掌握到的教学情况以及学生

反馈的具体需求，对部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

行调整，已自然形成了本门课程的一份新教案。

同时，笔者以本门课程参加２０１８年春季学期学校
教学能手比赛，由于通过共同体交流及时掌握教

学动态，教学设计紧贴学生需求，充分调动了其

学习主动性，最终获得比赛一等奖。教学研究方

面，教学互动中发现的实际问题，促使教师开始

主动学习和借鉴相关理论，尝试学习以科学的研

究方法，利用移动共同体互动过程中留下的大量

数据开展研究，撰写教学研究论文。同时，以

“社交媒体在大学英语写作同伴反馈中的应用”为

题，积极申报学校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从学生的角度看，主动学习的意愿大大增强。

首先，为了给同伴提供更好的反馈，也为了自己

的文章得到同伴的认可，课堂学习变得更为积极

主动。有同学在课后访谈中提到，以前对老师在

课堂上强调的重点不以为然，通过互评，才发现

那些确实是写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对自己的写

作也有了更多反思。另外，由于移动小组共同体

的成员来自不同教学班、不同专业，私下里并不

熟识，因此给彼此的评价不带有任何过往的固有

印象，交流反馈完全基于作文本身。同学们大多

积极轻松地参与、认真客观地评价，同时虚心听

取反馈，并做出修改或回应。同时，在移动共同

体内分享和评价作文的方式，让写作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读者，同学们开始主动对作文进行精细打

磨、反复修改。以往只向老师提交一次的写作小

练习，由于在朋友圈分享，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留

言点评，常常修改、提交四五次。同伴之间的深

度互评，带动了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深度思考。

写作不再被认为是简单应付老师的作业，而真正

成为了意义构建的过程。同学们进行英语写作的

兴趣提升。移动共同体内３５名学生，之前从未投
过英文稿件；本学期内有近一半的同学积极向校

报英文版投稿，其中 ５名同学的英文稿件被校报
录用。

（五）遇到的问题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笔者也遇到新技术所

带来的一些问题，体会到移动学习共同体的建设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要确保每一位成员熟练掌握所选社交媒体
的常用操作。尽管目前微博、微信、ＱＱ等社交媒
体都十分普及，但具体到某一种，也许并非每一

个人都熟练使用。对新工具的不熟悉或不习惯，

会影响个别同学的学习交流。因此，有必要在共

同体构建初期，确定使用的移动平台后，详细了

解成员们平时使用该媒体的频率和对常用操作的

掌握程度，帮助很少使用该平台的同学熟悉每一

项常用功能，不让其学习活动受到工具使用的

影响。

２．要培养团队精神和整体意识，共同提高学
习效率。线上交流作为课堂的延续，打破了时间

和空间的阻碍，但势必也会占用每个人的私人时

间。一旦有成员态度消极、行为拖沓，就会导致

共同体内其他成员的不满，造成负面情绪的蔓延。

因此，在进行共时交流时，尊重彼此的时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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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流效率十分重要。可以从情感和制度两个方

面来保证。一方面，在课堂上教师向学生强调团

队协作中应具备的素质，要懂得尊重他人，互信

互助。另一方面，制定共时交流的规则。如：必

须在讨论前对同伴的文章仔细阅读，做好标记；

按照约定的时间参加讨论，期间不做任何其他事

情；使用电脑或者电脑加手机的方式，而非单独

使用手机进行交流，避免因手机程序切换、屏幕

太小、打字速度慢等问题影响交流进度。

３．合理安排任务频率，预留足够的任务完成
时间。因为许多线上任务需要占用较多课下时间，

且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当学生各门功课任务

量都较大时，容易对共同体的写作互评活动产生

敷衍情绪。因此任务量的设置必须安排合理。一

般在学期初可以设置相对更多的交流活动，临近

学期末则可减少任务量。另外，由于共同体成员

来自不同院系，课余时间并不完全重合，因此每

次任务预留的时间必须充足，方便组内成员找到

大家都合适的时间进行讨论交流，避免只为完成

任务而应付了事。

四、结语

本文尝试构建了基于微信的师生移动学习共

同体模式，并探索性地将这种模式应用于 “大学

英语写作”课程的教学实践中。然而，本文尚未

对共同体模式的教学效果进行实证的研究。该共

同体模式是否带来具体成效，如教师教学能力和

研究能力是否进步，学生的写作能力、评价能力

和自主学习能力是否得到提高，是否适合在更大

的范围内推行，共同体模式应该如何改进与完善，

这些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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