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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学习空间：概念内涵、本质属性与结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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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型之际袁重新设计作为教育变革媒介的学习空间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遥 然而袁当前

对学习空间尚未形成清晰的认知遥 文章首先立足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交叉混用现状袁通过概念辨析得到学习空间是中

介物袁是学习发生的间接支持条件袁学习环境是刺激物袁是学习发生的直接支持条件曰其次袁通过认识发生过程与生物学

蛋白质合成过程的类比袁得到学习空间具有野居所冶与野转运冶双重属性曰最后袁基于双重属性提炼出学习空间的结构要

素袁野居所冶属性锁定的实体场所和虚拟场所袁野转运冶属性锁定的工具性客体和对象性客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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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以野互联网+教育冶野人工智能+教育冶等为代表的

新型教育模式正在催生知能本位的教学范式向素养

本位的学习范式转变遥重新设计作为教育变革媒介的

学习空间袁为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型提供条件支持

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遥 然而袁当前对学习空间并未形成

清晰的认知遥 例证在于院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交叉混

用袁学习空间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内容尧边界不清楚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廓清学习空间边界袁不仅对重新设计

学习空间至关重要袁同样也对后续在特定概念边界内

丰富相关理论与研究意义重大遥本研究从学习空间的

概念内涵尧本质属性和结构要素三个方面袁对学习空

间进行全方位的本体论解读遥

二尧概念内涵廓清院基于交叉概念

辨析的内涵理解

学习空间渊Learning Space冤与学习环境渊Learning

Environment冤两个术语交叉使用[1-3]袁学习环境设计和

学习空间设计被简单等同袁这种现象在叶儿童学习空

间设计曳[4]和 [5]等有关学习空间研究的

国际巨著中均有出现遥 基于此袁有必要从学习空间和

学习环境两个交叉概念入手袁进一步廓清学习空间的

概念边界遥

渊一冤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的多元理解

1. 学习空间的多元理解

对于学习空间的外延袁 既包括实体的物理空间袁

又包括虚拟的网络空间袁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袁但对

于学习空间的内涵未有统一定论遥随着新兴技术的融

入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袁学者以添加定语的方式对学

习空间进行限定袁 衍生出多种不同指向的学习空间袁

如技术增强的学习空间尧智慧学习空间等遥 这些术语

虽会在地点尧方式尧效果等方面对学习产生不同影响袁

但它们仍都属于学习空间范畴遥

按照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方式对学习空间及其

衍生术语的内涵进行分析发现袁已有研究大致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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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定义为场所[6]尧场域[7]尧环境[6]尧空间[8]尧领地[9]尧服务

体系[10]尧混合体[11]等几种不同的属袁其中袁定义为场所

和环境的观点居多遥进一步聚焦定义中的不同属来看袁

其意义也显现差异院定义为空间袁实则是一种同语反复

的定义方式袁 起点应是建立在已经理解空间这一术语

内涵基础上的曰定义为场域袁是一种强调空间社会属性

的定义方式曰定义为环境袁则把空间等同于环境袁是一

种较为抽象尧宽泛且含糊的定义方式曰定义为场所和领

地有一定的相似性袁都明确了地点袁但场所渊地点+行

为冤进一步强调行为袁领地强调使用权曰定义为服务体

系袁是从功能与服务角度得到的内涵理解曰定义为混合

体袁是一种从囊括事物类型角度出发的内涵解读方式遥

综上所述袁 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学习空间的定义进行了

多种表达与诠释袁但尚未有统一定论遥

2. 学习环境的多元理解

对于野学习环境冶袁早期更多使用的是野教学环境冶

这一术语遥之后为了避免教学环境因更多关注教师的

教而带有控制性色彩袁学界使用学习环境对其进行替

代遥 已有研究中对学习环境的理解观点多元袁对一些

典型观点渊包括教学环境冤以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方

式进行考察发现袁学习渊教学冤环境被定义为场所 [12]尧

空间[3]尧时空[13]尧环境[14]尧情况/条件[15]尧场所+氛围[16]尧因

素[17]尧学习过程[18]尧综合[19]尧统合[20]尧组合[20]等多种属袁其

中定义为场所尧综合渊组合尧统合冤的观点居多遥就不同

属而言袁定义为综合尧统合尧组合等是一种整体观念的

定义方式袁虽能够避免遗漏核心要素袁但描述宽泛袁核

心要素不突出曰定义为环境是一种同语反复的定义方

式曰定义为场所既关注地点也关注行为袁但又与学习

空间的内涵相混淆曰定义为空间是一种将环境与空间

等同的定义方式曰定义为时空袁则将环境指向了广阔

的宇宙曰定义为情况尧条件尧因素等都是从分析尧枚举

角度得到的解释袁缺乏整体观念[21]曰定义为场所和氛

围袁既包括地点尧行为袁还包括气氛袁比学习空间的内

涵更加丰富曰 定义为学习过程则和其它观点明显不

同袁指出了学习环境的动态性特征遥 多种理解并存的

现状也进一步说明了学习环境内涵的不明晰遥

综上所述袁学者对学习空间和学习环境的理解存

在较大差异袁 同一术语概念内涵被定义为多种属袁且

它们之间有共性尧有差异袁也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

系遥 综合来看袁已有解释更侧重于阐述学习空间和学

习环境的共性袁两者间的差异是什么袁尚不明晰遥但通

过深层次剖析可以发现袁学习空间更多指向支持学习

发生的间接条件袁学习环境更多指向与学习过程作用

的直接条件袁如学习氛围尧关系尧综合/组合/统合等遥基

于此袁本研究认为袁可以从强调条件存储渊间接条件冤

和条件应用渊直接条件冤的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遥

渊二冤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的内涵廓清

立足学习空间强调条件存储是认识发生的间接支

持条件尧 学习环境强调条件应用是认识发生的直接支

持条件袁从而对学习空间和学习环境进行内涵廓清遥

1. 学习空间的内涵廓清

学习空间强调结构袁指向存在状态袁是具备结构

化条件存储的学习的外部间接支持条件遥其功能是提

供学习发生所需要的场所以及其它过程性支持条件遥

它能够借助自身附载组件的组合与设计袁形成特定支

持条件袁建立中介关系袁支持或改善学生的学习袁但本

身并不包含认识对象遥 基于此袁可以对学习空间进行

如下界定院 学习空间是借助自身附载的结构化条件袁

通过帮助学习者聚焦认识对象袁构建与他者尧客体的

交往关系袁让学习者产生认识需求袁并逐步对认识对

象 建 立 系 统 认 知 的 中 介 物 集 群 渊Intermediary

Cluster冤遥它具有中介物的功能属性遥中介物指学习者

认识外部世界的间接条件袁即将认识主体渊学习者冤与

认识对象建立关联的非认识客体遥

2. 学习环境的内涵廓清

学习环境强调功能袁指向应用过程袁是学习空间存

储条件经组合尧 设计所形成的与学习过程直接作用的

学习的外部直接支持条件袁是学习空间的价值遥它以学

习空间为基础袁设计依赖于特定的学习空间袁并充分尊

重学习空间中的已有条件遥基于此袁可以对学习环境进

行如下界定院学习环境是依据学习活动类型尧目标等将

学习空间储备的学习支持条件进行有意义组合而形成

的促进教与学发生的刺激物遥 刺激物指引发学习行为

发生以及学习行为发生所要依托的条件遥

渊三冤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的关系建立

表 1 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的关系分析

至此袁我们进一步从存在属性尧客体属性尧设计导

分析对象

分析维度
学习空间 学习环境

存在属性 结构化的条件存储 功能化的条件应用

客体属性 方法客体 认识客体

设计导向 可能的教与学需求 特定的教与学需求

应用取向

与认识发生的关系

与学习活动的关系

与认识对象的关系

两者关系

指向存在状态

认识发生的中介物

间接条件

不包含认识对象

指向应用过程

认识发生的刺激物

直接条件

包含认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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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尧应用取向尧与认识发生的关系尧与学习活动的关

系尧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尧两概念间的关系等维度袁建立

了学习空间与学习环境的关系袁以进一步深刻理解学

习空间袁见表 1遥

三尧本质属性剖析院基于类比方法

所得的双重属性

渊一冤双重属性院野居所冶和野转运冶

当前袁学习空间已超出现实世界中的实体教育机

构袁在样式尧配置和位置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22]袁在为

学习者提供容身之处的同时袁还为其提供更多过程性

学习支持遥

1. 类比及类比成立的原因

结合本研究赋予的学习空间在学习过程中的中

介物角色袁我们认为可以用生物学蛋白质合成过程中

各元素和条件执行的任务或者说扮演的角色袁来类比

认识发生过程中各元素与条件的功能与角色袁如图 1

所示遥 该类比之所以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院

图 1 蛋白质合成过程与认识发生过程的类比

第一袁目标引领过程的一致性遥 蛋白质合成是生

物将从 DNA 转录而来的 mRNA 上的遗传密码翻译

成氨基酸序列以合成蛋白质的过程遥对于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认识发生而言袁它是认识主体渊学生冤与学习

目标所映射的认识对象进行交往以获得行为改变与

能力提升的过程遥 对于两者而言袁前者是遗传物质导

向的翻译过程袁 后者是学习目标导向的交往过程袁且

两种导向物质在发挥作用前都会进行再加工 渊转录尧

分解冤袁为引领后续过程开展做好准备工作遥

第二袁过程启动依赖中介物的一致性遥 对于蛋白

质合成而言袁氨基酸作为原材料袁蛋白质合成过程中

需要由转运 RNA渊tRNA冤将其运输到核糖体上袁核糖

体按照信使 RNA渊mRNA冤上的遗传密码将 tRNA 转

运来的氨基酸合成蛋白质遥 在此过程中袁tRNA的出

现袁使得氨基酸与核糖体建立连接袁使得蛋白质合成

的蓝图渊mRNA冤尧场所渊核糖体袁由 rRNA和蛋白质构

成冤尧原材料渊氨基酸冤等条件得以相互作用袁为合成加

工提供条件遥 对于认识发生而言袁认识主体需要获得

学习环境的刺激袁进而置身并融入认识的发源地要要要

学习活动中袁实现认识的发生遥在此过程中袁学习环境

渊刺激物冤的出现袁使得认识主体与包含认识对象的学

习活动建立连接成为可能袁 使得认识发生的主体尧客

体尧发源地渊学习活动冤等条件得以相互作用袁为认识

发生提供条件遥

尽管站在主体人认识发生的角度而言袁蛋白质合

成过程并不能与其相提并论袁但在此仅是借蛋白质合

成过程与认识发生过程来说明认识发生过程中学习

空间的功能角色袁 并不在于以此揭示认识发生的本

质遥因此袁这种类比是合理的袁且不仅可以生动刻画本

研究中对学习空间的角色定位袁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分

析学习空间的本质属性遥

2. 类比实施的具体过程

认识发生的过程是学习空间发挥作用的阶段袁对

学习空间的理解也需要进一步聚焦到认识发生的过

程中渊主客体交往阶段冤遥结合蛋白质的翻译阶段和认

识发生过程中的交往阶段可以看出袁tRNA和学习环

境拥有相似的联通功能袁核糖体与学习活动拥有相似

的场所功能遥 结合学习环境是学习空间的价值体现尧

学习空间是学习活动发生的场所袁可以得到学习空间

其实具有核糖体渊蛋白质合成的场所冤和 tRNA渊转运

蛋白质合成所需的氨基酸冤两者的属性袁即野居所冶和

野转运冶的双重属性[23]遥 野居所冶和野转运冶属性袁一方面

说明了学习空间提供的场所支持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学习空间具有的促进尧优化教与学过程的特点遥

渊二冤野居所冶属性院提供认识发生的混合场所

野居所冶本意是公民暂时生活和进行民事活动的

场所 [24]袁 在这里强调学习空间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

野容身之处冶袁也即学习发生所需要的行为或活动寄居

的场所遥在此有必要说明为什么重新提出野居所冶属性

而不是继续沿用野场所冶属性来规定学习空间遥 野场所冶

属性主要强调野地点+行为冶袁应用野居所冶是想在地点

与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学习空间对学习者的野容

纳性冶袁也即强调学习空间在提供场地尧支持行为发生

的基础上袁还具备提供符合认知特点与需求的适应性

学习支持袁以更好地促进学习者驻留开展学习活动的

功能遥概言之袁较野场所冶属性而言袁野居所冶属性在强调

地点尧行为的同时袁又强调了学习空间的野空间性冶和

对教育需求的野适应性冶遥这一属性也与当前学界呼吁

的需要并开展符合认识发生规律与机制的学习空间

设计与应用相吻合遥

由于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袁学习空间的野居所冶属

性变得更加复杂袁由以往面对面的物理场所延展到了

支持师生尧生生异地分离开展教与学的虚拟场所遥 因

此袁这里将学习空间称之为野混合场所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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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野转运冶属性院提供认识发生的输送介质

野转运冶属性强调的是学习空间提供的促进认识

发生的输送介质渊Transport Medium冤袁即作为中介物

的学习空间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遥从学习空间支持新

知学习渊输入冤与新知应用渊输出冤的角度来看[25]袁转运

主要包含两种形式院一种是连接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

的输送介质袁旨在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知袁是以学习通

路的形式表示的曰另一种是帮助认识主体表征认知结

果的输送介质袁旨在帮助学习者输出新知袁是以学习

展示区的形式表示的[23]遥 在此过程中袁通过学习通路袁

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交往得以实现曰通过学习展示

区袁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交往所得的认知结果得以表

征袁进而在此基础上诊断学习结果袁确定新的学习起

点遥 学习通路与学习展示区的协同作用袁共同体现了

学习空间转运属性的本质袁形成了学习输入与学习输

出有效联结尧学习过程持续循环的认识发生过程遥

1. 旨在建构新知的野转运冶属性院学习通路式的输

送介质

学习过程中袁学习者不仅需要野容身冶的居所袁还

需要帮助其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通道袁这种通道我

们称之为野学习通路冶袁帮助建立学习通路的物质我们

称之为学习通路式的输送介质遥正因为有了学习通路

式的输送介质袁学习空间才能够帮助学习者与作为学

习同伴的他者尧对象性客体之间建立连接遥 通过两类

关系的建立袁 一方面帮助学习者聚焦并认识认识对

象袁促进认识发生曰另一方面帮助学习者从个人生活

世界走向人类共同世界遥

上述连接过程主要有两种方式院第一袁对以往连接

方式的替代或优化袁如纸质到数字化的资源曰第二袁对

现有连接方式的改进与超越袁 即实现以往不能实现的

过程遥 具体而言袁超越学习者自身感官的局限袁将认识

的范围延伸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袁 帮助学习者进入认

识对象之中或者背后挖掘更多仅凭人体自身而难以获

得的信息袁进而形成对外部世界以及认识对象更全面尧

客观的深刻认识袁 如对学习过程的决策支持从对结果

性数据的收集分析到对过程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遥 该

过程中袁学习空间通过学习通路式的输送介质袁在认识

主体与他者 渊帮助或促进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建立联

系冤尧 认识主体与对象性客体之间建立起学习通路袁并

以此实现对认识对象的渲染尧增强袁帮助主体产生更加

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以完成自己的转运使命遥

2. 旨在输出新知的野转运冶属性院学习展示区式的

输送介质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学习力袁

该能力的培养往往是在学校与现实世界有效连接的

学习空间中[26]袁让学生借助个体自主尧群体合作等学

习方式袁通过解决问题形成分析综合尧创新创造等能

力遥 最终这些能力的评估多是以让学生参与考试尧测

验尧问答或形成实物与非实物制品等方式进行[27]遥

学习者的认识发生是自我的内部建构过程袁他们

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结果需要借助恰当的表征袁将认识

与理解程度转化为动作尧行为等来进行外显遥 这不仅

是对学习者的认知能力现状与层次进行评估袁帮助学

习者自知并确定新的认识起点的重要环节袁也是再次

建立学习者与他者之间的学习通路尧促进学习者与他

者交往以及不断完善自我认知的重要环节遥像这种帮

助学习者表达自我认知尧揭示其与对象性客体的认识

程度关系以及与他者的依存程度关系的区域袁我们称

之为野学习展示区冶袁而帮助成就学习展示区的物质则

称之为学习展示区式的输送介质遥正是因为有了学习

展示区袁学习者的认识发生过程才能够形成野输入寅

输出寅噎噎冶的迭代学习循环袁实现完整的认识发生遥

在此过程中袁学习空间通过帮助认识主体实现自我表

达的方式袁再次建立认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对话与交

流关系袁让认识主体与他者在对话与交流中产生并解

决认知冲突袁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来完成自己的

转运使命遥

四尧结构要素提炼院基于双重属性

锁定的结构要素

本部分继续从学习空间的野居所冶和野转运冶两大

属性入手袁分析学习空间的结构要素遥

渊一冤野居所冶属性锁定的结构要素院实体场所和虚

拟场所

野居所冶属性旨在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野容身之

处冶袁为教与学的发生提供场所袁包括实体与虚拟两种

形态遥 认识发生过程中袁学习者作为认识主体袁作为

野身居冶学习空间内部的在场学习者袁其所有活动的开

展袁既需要占有一定的三维空间渊体积冤对自身以及学

习活动相关的资源等进行存储渊对学习空间大小的占

有冤袁实现身临其中袁这是学习空间野居所冶属性显现出

的存储功能曰又需要占有一定的空间界域袁也即客体

在学习空间内部运动与作用的范围袁 实现身临其境袁

这是学习空间野居所冶属性显现出的运行功能遥

对于教育而言袁可以说野居所冶一旦确定袁认识主

体以及学习空间承载的客体的位置及其关系也就相

对确定了遥 在此过程中袁依赖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

的认识主体的位置也随之确定遥 这里的位置袁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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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发生的不可以替代的居所袁如学校内部的实体教

室空间尧虚拟网络空间袁不包括学习者开展网络学习

过程中身体所寄居的物理空间遥 因为袁此时不同的物

理空间对于学习者而言袁 虽会带来不同的学习体验袁

但对于学习过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遥 综上而言袁野居

所冶 属性确定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学习场所方面袁

即虚拟场所和实体场所遥

渊二冤野转运冶属性锁定的结构要素院工具性客体和

对象性客体

学习空间作为提供认识发生所需的中介物袁它

究竟需要提供哪些类型的客体呢钥 参照学界已有观

点袁 将学习空间提供的客体划分为工具性客体和对

象性客体两类遥 工具性客体包括形式性工具客体和

实体性工具客体两类袁形式性工具客体主要指语言袁

实体性工具客体主要指教材尧教具尧教学设备等曰对

象性客体主要指主体认识发生所需要的一切现实的

和可能的外部资源的集合袁 包括物质资源尧 交往资

源尧经验资源等[28]遥 工具性客体可以更好地表述对象

性客体袁 使认识对象以更容易被学习者接受的形式

表征与呈现遥

至此袁进一步从学习通路和学习展示区两个方面

入手袁立足功能特点和结构要素袁对野转运冶属性对应

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遥

1. 学习通路对应的空间结构

第一袁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学习通路对应

的空间结构遥学习通路的功能旨在借助学习空间附载

的工具性客体袁在学习者与对象性客体尧他者之间建

立路径关系袁促进学习者与客体尧他者的交往袁帮助学

习者输入新知袁建立对认识对象尧以认识对象为中心

的一类认识对象袁以及由一类对象延伸到的外部世界

的对象的真实认知遥 根据学生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

点袁可以将学习空间建立的学习者与对象性客体的路

径分为具体形象尧形象抽象和抽象逻辑型三条[29]遥 每

条路径中袁 均通过工具性客体对对象性客体进行表

述袁对认识对象进行渲染袁促进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

用袁帮助主体对认识对象建立清晰认知遥

第二袁认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学习通路对应的空

间结构遥 学习空间建立的学习者与他者之间的路径袁

可以依据认识发生过程中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进行确

定遥从认识发生过程中认识主体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强

弱程度袁可以将认识主体与他者的路径关系分为相互

独立尧相互促进尧相互依赖三种类型遥 每种路径中袁都

会以学习空间供给的对象性客体为线索袁以工具性客

体为具体支持袁通过促进学习者与他者的交往袁建立

对认识对象的认知遥

2. 学习展示区对应的空间结构

第一袁 认识主体与他者交往程度对应的空间结

构遥 学习展示区旨在帮助学习者输出认知结果袁通过

促进学习者向他者表达自己或者展示作品的方式袁一

方面帮助学习者对自身的认知产生自知袁另一方面也

借此过程产生新的学习需求袁 建立新的学习起点袁进

一步建构新的学习通路遥对认识主体与他者交往程度

的评估袁主要借助学习空间内的工具性客体对认识主

体最终形成的学习制品渊既可以是自我构建的个性化

制品袁也可以是合作构建的协同性制品冤袁进行可视化

呈现与表征袁最终形成对学习者与他者学习关系程度

的判断袁 并基于此诊断学习者的自我认知水平与能

力遥

第二袁认识主体与对象性客体的交往程度对应的

空间结构遥 与对象性客体的交往程度袁也即学习者对

认识对象的认知结果要要要易于迁移和更具有通用性

的思维能力[30]遥 从认识发生的角度对认知结果进行测

量与评价袁 也即是对学习者思维水平的测量与评价遥

该过程可以借助彼格斯的 SOLO分类理论进行遥 比格

斯将思维结构分为前结构尧单点结构尧多点结构尧关联

结构尧抽象拓展结构五个层次[31]袁其中袁前结构尧单点

结构尧多点结构隶属低阶思维袁关联结构和拓展结构

隶属高阶思维遥 评价过程中袁可以依据发生认识论知

识观揭示的知识与思维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关系展开遥

借助学习空间供给的对象性客体以及工具性客体袁其

中袁对象性客体用于进行知识掌握程度的测量袁工具

性客体用于评判以及呈现测量结果遥最终通过学习者

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反推学习者的思维水平袁实现借

助学习空间对学习者最终形成的思维水平渊高阶思维

和低阶思维冤的测量与表达袁进而对学习者与对象性

客体的交往程度给出评价遥

结合学习空间野居所冶属性锁定的位置和野转运冶

属性锁定的关系袁以及完整的认识发生过程袁可以认

为学习空间的结构要素可以从野居所冶属性所对应的

虚拟场所尧实体场所以及野转运冶属性所对应的工具性

客体和对象性客体进行描述袁具体见表 2遥

五尧结 语

本文从概念内涵尧本质属性尧结构要素三个方面

对学习空间进行了全面解读袁一方面廓清了学习空间

的概念边界袁 另一方面明确了学习空间的功能特点

渊本质属性冤与设计抓手渊结构要素冤袁以期为后续学习

空间的设计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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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释义 功能特点 结构要素

体积 学习者对空间大小的占有袁实现身临其中 存储 实体场所

虚拟场所范围 学习者对空间界域的占有袁实现身临其境 运行

相互独立

学习者与他者的交往方式

促进交往

工具性客体

对象性客体

彼此促进

相互依赖

具体形象

不同学段学习者与对象性客体的交往方式形象抽象

抽象逻辑

个性化制品 自主学习生成的制品
促进表征

协同性制品 合作探究生成的制品

低阶思维
与对象性客体交往形成的对于客体本身及

其应用的系统性认知
促进表达

高阶思维
基于与对象性客体的交往形成的对于一类

客体以及外部世界的系统性认知

属性 空间形式

居所 位置

转运

学

习

通

路

与他者的路径关系

与对象性客体的路

径关系

学

习

展

示

区

与他者的交往程度

关系

与对象性客体的交

往程度关系

表 2 学习空间的属性与结构要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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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Learning Spac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JING Yuhui, SHEN Shus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eaching paradigm to learning paradigm, redesigning the

learning space as a medium of educational chan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proposition. However,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space has not been developed ye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ross -use of learning spac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rough concep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firstly concludes that learning space is an intermediary and an indirect supporting condition for learning,

wh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a stimulus and a direct supporting condition for learning. Secondly, by

drawing an analogy betwee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and the process of protein synthesis in biology, the

dual attributes of "residence" and "transfer" of learning space have been obtained. Finally, based on the

dual attributes ,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learning space are extracted: physical and virtual places locked

by the "residence" attribute, and instrumental and objective objects locked by the "transfer" attribute.

[Keywords] Learning Spac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rmediary; Sti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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