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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混合式教学法何以有效
———以 S-ISAL 教学法为例

谢泉峰 1， 段 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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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混合式教学法是在“三通工程”建设的基础上，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线上、线下教学的

一种混合式教学法。 文章以 S-ISAL 教学法为代表，从学习环境、运行模式、技术融合三个方面对比传统的以信息技术为

辅助工具的混合式教学法，研究发现：S-ISAL 教学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教学条件，使学习环境更加优化；在学习效

率、学习支持和学习动力上，它充分应用网络学习空间的优势，较传统的混合式教学法来说，其运行模式更加高效；由于

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基于网络学习空间来实现，它将信息技术由教学的辅助工具变为教学的支撑环境，使技术融合得更

加深入。 所以，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混合式教学法相对传统的以信息技术为辅助工具的混合式教学法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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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6 年美国发布的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中提到，“混合式教学的广泛应用将是

未来一至两年内极有可能影响高等教育变革的短期

趋势之一”[1]，这是由于它结合了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

学的优势，既可发挥教师在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

中的主导作用，又可充分体现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并使二者优势互补，获得最佳学习效果 [2]。
但并非所有的混合式教学在实践中都能取得更显著

的成绩[3]，其成效与学习环境[4]、学习的内部动机[5]等因

素都有关联。 要实现它的转变潜能，应重新思考和设

计教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改进教学方法）[6]，而以

S-ISAL 教学法为代表的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混合式

教学法，能够更好地提高学习成效。
S -ISAL （Space -based Information Search and

Analysis Learning），即基于空间的信息搜索与分析学

习， 是基于个人网络学习空间， 在 ISAS（Information
Search and Analysis Skills）教学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

的一种教学法[7]。 它秉承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究性学

习理论和合作学习理论，具有数字性、自主性、过程性

与对话性等特征[8]。 在教学活动中，S-ISAL 教学法通过

网络学习空间交流实现多种信息跨时空互动并全程记

录，体现了“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知识”“能力”与“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教学创新思路。 相对传统的混合

式教学法（以信息技术为辅助工具、简单的线上学习+
面对面指导，如 ISAS 教学法）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教学资源生态环境欠佳”“课堂教学与在线学

习割裂”“有效评价机制缺失”[9]等问题，从而更有效。
本文比较了 S-ISAL 教 学 法 与 传 统 混 合 式 教 学

法，认为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混合式教学法之所以有

效，源于其更优的学习环境、运行模式和技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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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的学习环境

S-ISAL 教学法与传统混合式教学法相比， 新增

了一些条件，进一步优化了学习环境。
（一）人人拥有的个人网络学习空间

所谓“人人拥有的个人网络学习空间”，是指满足

“人人通”要求的“网络学习空间”。
1. 深度学习

传统的线上教学多是预设性资源的传递、 分享及

成员在线交流，缺乏资源生成过程记录及智能化分析。
个人网络学习空间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促进反思与元

认知，提供持久、迭代的学习记录和体验；二是提供相

应的学习支架，对学习进行有效引导，促使“认知冲突”
和“概念转变”得以发生；三是提供相应的个人管理权

限，促进学习者最大程度投入（学习投入、认知投入和

情感投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推动概念的转变[10]。 它

能促进反思、引导和投入，更有助于实现深度学习。
2. 无缝学习

在传统的混合式教学中，技术手段与学习过程时

常分离，S-ISAL 教学法则有力地依托网络学习空间，
将学习过程与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 它将线上和线下

充分融合，线下的学习交流同时在线上反映，再通过

线上和线下的反馈，改进和完善学习过程，从而突破

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在校学习和终身学习之间的

界限，实现无缝学习。
3. 联通学习

“人人通”的网络学习空间创设了一个数字化网

络学习环境，通过空间设计与实施，促进联通学习的

发生。 在传统的混合式教学中，绝大多数互动交流局

限于师生之间，有了空间以后，其他教师、同伴（或空

间网友）都能够提供关键的学习支架。 信息在空间平

台上的大范围汇集、呈现、共享，使学习活动不再局限

于师生之间单线的交流互动。 学习者与学伴、教师、专

家、其他网友之间的交流，改变了传统个体的、碎片化

的学习方式，通过群体协同知识建构转向联通学习。
（二）基于空间的信息搜索学习能力

S-ISAL 教学法对教学环境和师生都提出了更高

要求。 掌握空间操作技术，能进行信息搜索学习是必

备条件。
1. 学生基于空间的学习操作能力

运用混合式教学法，学生要具备更高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机技能 [11]，这是未来学习发展的趋

势和要求。越来越多的岗位要求职员具备获取信息、分

析数据和在新环境下通过解决问题构建新知识，并付

诸行动的能力[12]。 S-ISAL 教学法与传统混合式教学法

的不同在于，后者要求学生在线查阅、搜索、下载信息，
而前者还要求学生能依托空间进行探询、调查、协作、
演示和反思学习，并全程记录，学生操作能力更强。

2. 教师依托空间的教学指导能力

基于空间的混合式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

求。 这包括：在课程设计时要充分进行课程准备、确

立清晰的学习目标、 寻找学习目标与学习期望之间

的紧密联系，它比混合式教学本身更有助于提高学习

成效 [13]；了解不同学习环境中各种活动的本质特点，
懂得如何在课程中有效地利用面授教学和技术中介环

境，否则线上与线下的教学结合意义有限[14]；能为学生

构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和交互学习的环境[15]。 为

此，基于空间进行混合式教学的教师必须善于利用空

间优势，及时有效地指导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完成学

习目标。
（三）依托空间的在线教学过程展示

传统的混合式教学，课上展示的多是最终成果。如

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的 ISAS 课程，学生从网

上收集信息，加工整理后进行课堂展示，它难以解决

从最初选题到最终呈现之间存在的“黑箱”问题[16]，容

易使探究学习变为学生在缺乏教师的指导下，“通过

模仿专业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自主探索那些公认的基

本科学原理”[17]的过程。S-ISAL 教学法之所以有效，是

因为它能将教学过程在空间加以展示。
1. 学生探索学习过程展示

从确定问题、学习设计、过程安排，到甄别信息、
阐述观点、辩解讨论，每一步都值得深思，都能促进学

习和深度理解。 如果只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 “学习

者即使解决了问题，也往往停留在对过程和步骤的认

识层面上， 没有形成对问题背后知识科学的深刻理

解”[18]。 利用 S-ISAL 教学法进行教学，学生需将探索

学习过程在空间展示，从而在一次次的“纠偏”中提升

信息搜索与分析学习能力，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
2. 教师教学指导过程展示

在传统的混合式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指

导时常缺失，由于缺乏教师指导，学生可能只忙于各

种技术的使用和“自由”的学习活动，忽略了学习目

标。 有了网络学习空间后，教师能充分利用空间平台，
根据学生的空间学习情况进行在线指导，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
3. 多方交流互动信息展示

传统混合式教学中的线上交流多是师生依托网

络一对一交流，内容难以对外公开。 S-ISAL 教学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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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托空间进行交流，学生学习过程和教师指导过程

都可对外呈现，激发更多学习者和围观者参与。 众多

参与者的加入，解决了教师因精力有限而指导不足的

问题， 参与者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习惯能集思广

益，为探究过程提供多种方案，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

识的反思和理解，灵活、熟练地掌握深层原理和应用。

三、有效的运行模式

在传统的混合式教学法中，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

的指导、评价和反馈相对滞后，而 S-ISAL 教学法则依

托空间完成教学和评价，无论是在学习效率、学习支

持还是在学习动力上，其运行模式都更有效。
（一）学习效率

1. 知识运用效率

将当前的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是促进深度学

习发生的有效前提[10]。 传统的探究式教学常出现主题

不确定、教师掌握资源有限、网络资源分散等问题，学

生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自主探究很常见，知识运用效

率较低。基于网络学习空间，教师能提供足够的学习资

源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与实际问题之间的联系。 一是依

托空间资源储备，启发学生根据课程学习目标、个人学

习基础、学习兴趣取向等因素合理选择问题，寻找价值

目标。 二是探究学习所需的基础、常用、必备的知识可

在教师个人空间集中存放，相比于缺乏指导、完全发散

的探究方式，有了空间作基础，知识运用效率更高。
2. 探究过程效率

在传统的探究式学习中，课堂上探究的时间有限

难以深入，课堂外教师无法进行学习指导。 S-ISAL 教

学法依托空间进行探究，即便教师不在线，学生也可

以通过“样例学习”，寻找更优的解决方案。 样例学习

能减轻记忆负荷，将学习者的注意力聚焦于问题解决

各步骤之间的基本关系， 使学习者学会鉴别关键步

骤，为获得问题解决图式奠定基础[19]，令探究更高效。
（二）学习支持

传统的学习支架主要是预设性资源， 即便能通过

网络及时输送，支持也较为有限，学生可能为了获得支

持不惜削足适履。基于空间进行探究，生成性资源也能

作为学习支架， 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

目标。“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后，支架可以源自学习环

境中的工具、知识更丰富的同伴（或空间网友）及教师

本人。 一些网络学习系统不仅能自动记录学习内容和

活动，还能记录学习环境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为学

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20]。 在 S-ISAL 教学

中，学习评价采取教师（专家）点评、学生互评、小组自

评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学习同伴的直接支持不可或缺。
教师可“主动鼓励学生对同伴的观点进行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为学生引入思考的新视角，激

发他们形成评判标准”[21]，可“要求学生解释自己的观

点及对别人的观点提出评论， 有效地支持和帮助学生

相互学习”[22]，还能以推动在线交流探讨的方式，提供

过程性支持，帮助学生采用合理策略和技术解决问题。
当学生出现知识不足时， 教师也能依托空间适时、灵

活、有针对性地提供内容性支持，增进学生的理解。
（三）学习动力

S-ISAL 教学法依托空间呈现学习动态， 内生动

力和外部动力更持久。
1. 内生动力

在传统的探究式教学中，网络仅作为一种外部手

段在搜寻信息中使用。 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主要源于

结果呈现后获得评价的满足感， 在学习过程中难以持

续生成。 网络学习空间创设了一个数字化和可视化的

环境，它将教学过程数字化呈现，学习者可从监控自己

的进步中获益。 文献资料的数字化是学生有效学习的

先决条件 [23]，当儿童将思维可视化时，他们能够审视

自己知识整合的过程， 并有意识地引导自己学习 [24]。
“人人通”的网络学习空间由于具有实名制、可终身使

用等特点，促进学生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对自身学习

成长产生情感认同，激发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2. 外部动力

传统探究式教学的外部动力主要源于课堂，可持

续时间有限。 S-ISAL 教学法围绕课程创设学习情境，
教师（作为学习领袖）作为主导，个人网络学习空间作

依托（能增强社区归属感），通过完整的考核评价体系

对学习过程进行管控（形成制度），有力地推动学习的

持续进行。 王艳等人的研究表明，以阶段性情境学习

为基础、学习领袖为桥梁、社区归属感为助推器、完善

的管理制度为保障，是提高学习者学习动力的四个条

件[25]， S-ISAL 全都满足。

四、有效的技术融合

传统混合式教学法普遍采用“线上学习+面对面指

导”模式，以信息技术辅助教学。 S-ISAL 教学法将“S”
作为教学手段，“ISA”作为教学方式，教学活动依托空

间进行，信息技术变为教学的支撑环境，以此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更高效地实现教学目的。
（一）深化空间交流，优化学习目标

S-ISAL 的第一个环节是选题与分工， 目的是确

定研究目标、任务、策略、方法等内容，采用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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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教学。 在传统的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尽管学生

也能够通过现场评论和反馈， 确定学习目标任务，但

空间可从两个方向拓展学习交流深度， 优化学习目

标。 一是扩大学习参与面，通过在线分享与展示，在师

生之外，行业专家、学习同伴、其他网友都能参与讨论

和评价。 二是增强学习反思性。 实名制的网络学习空

间能使学生在公开表达意见时更加理性 [26]，而通过空

间的即时反馈与延时反馈， 既能保证沟通的顺畅，也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作深入思考。
（二）依靠空间合作，提升综合技能

在搜索与分析环节中，学生依靠团队合作进行小

组探究，利用网络及其他手段获取多种信息，并予以

甄别、筛选、过滤、提炼、归纳等。 相比传统的混合式教

学法， 空间合作可从三个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技能：
一是培养学生基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搜寻有效信息及

关联信息的能力，提高信息辨识水平；二是学习者可

通过积累资源，构建和强化学习体验，提升解决问题

的能力 [27]；三是突破时空限制，学生可随时了解同伴

的学习进展情况，及时予以协调与配合，使交流合作

更加便利高效，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识，以及利用网

络手段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
（三）利用空间互动，推动协作学习

在整合信息与得出结论环节中，各小组成员围绕

研究主题，整合有效信息，理顺关系，得出结论。 传统

混合式教学法中的协作多是面对面实现的，即便有在

线交流，其信息难以留存，技术嵌入程度有限。 而基于

网络平台的协作， 不仅可以通过成员的信息呈现、交

流记录，促进信息整合，还能通过使用不断调试、修正

和优化的协作脚本，提供交互和问题解决模式 [28]，帮

助学生在任务中有更好的表现。 在这一环节，空间主

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在线分享、交流、协作，实

现信息更有效的整合；二是依托空间构建自适应协作

脚本，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研究问题。
（四）基于空间呈现，促进课堂翻转

传 统 混 合 式 教 学 虽 然 可 用 翻 转 课 堂 模 式 （如

ISAS 教学法），但教师课前参与度有限，削弱了学生

的学习成效。 而在 S-ISAL 教学法的呈现与评价环节

中，学生依托网络学习空间，以小组为单位，现场展示

和讲解本组的学习研究过程， 教师组织提问和点评。
由于探究学习过程事先已在空间中呈现，课堂上只是

将其置于聚光灯下，在现场的质疑、辨析、问答、评价

后，再呈现于空间上，接受进一步检验。 这种迭代的学

习体验，使学习成效更加明显。
（五）分享空间记录，实现行动研究

基于空间进行持续、长期的在线分享与反馈，能促

发行动研究。师生通过在空间分享优秀学习案例，为今

后教学提供工作案例，使资源能得到最大化利用。如通

过阅读同伴的学习反思，学生能够获得相关经验[29]。 当

博客作为学习日志时， 它为学习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观点提供了空间， 并可在学习者的先前经验和学习内

容之间建立联系，为下一步的学习打下基础。
由此可见， S-ISAL 教学法将技术完全融入教学

过程，综合任务驱动、小组探究、协作学习、翻转课堂、
行动研究的优点，是一种更有效的混合式教学法。

五、总结与展望

以 S-ISAL 教学法为代表的、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

混合式教学法，不同于传统的、简单的线上加线下的混

合式教学法。 它优化了学习环境，创设了一个依托空间

构建的网络学习虚拟社区， 通过在线记录教学全过程，
改变教与学的关系，使其更加有效。 杨帅对 S-ISAL 教

学法和 ISAS 教学法进行教学测试的结果表明，采用 S-
ISAL 教学法学习的学生学习绩点、 知识把握度等都有

大幅度提高，并在实践中有出色表现[30]。 2016 年 6 月公

布的国家《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大力推

进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31]， 这预示着未来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学

应用将更加普遍，而基于空间创新的混合式教学法将不

断产生。 在全国大力推动“三通工程”建设，鼓励运用网

络学习空间进行教育教学创新的大背景下，总结、研究、
宣传和推广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新型教学法，将激励更

多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教育信息化改革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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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networked storing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phase is named as learning space for
knowledge storing and sharing (Learning Space V1.0).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Learning Space V1.0 on school education from
teachers, students, learning resourc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of
teaching and then concludes that the vital role of Learning Space V1.0 for school education is to optimize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e-Learning Space; Knowledge Storing and Sharing; Educational Reform

t20160621_1417428.shtml.

Why Is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Cyber Learning Space Effective:
A Case of S-ISAL Approach

XIE Quanfeng1, DUAN Yi2

(1.Educational Science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2；
2.Hunan Jiaji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Changsha Hunan 410126)

[Abstract]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cyber learning space is a kind of learning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taking S -ISAL as an example,
compares blended learning in cyber space with traditional blended learning which us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ust as supplementary tools from learning environment, operating mode and technology
converge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S-ISAL is more optimized, for it adds new
teaching conditions; as for learning efficacy, learning support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operating mode
of S-ISAL is more effective, for it makes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Since each
link of teaching is based on network learning space, S -ISAL transfor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teaching aids to teaching supporting environment with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cyber learning spac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traditional one.

[Keywords] Cyber Learning Space; Blended Learning; S-ISAL Approach; ISA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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