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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建构社区中观点改进的机理研究：

知识进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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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建构教学的核心是观点的持续改进袁目前的研究尚处于轨迹追踪等表层行为分析袁缺乏观点改进多行

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进化内在机理的探讨遥 研究通过跟踪某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 56名本科学生一学期的课程野影视

动漫赏析冶袁运用滞后序列与内容分析法对学生发表在知识论坛平台上的 623条观点进行分析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观点改

进行为显示出野萌生与聚集寅选择与种群生成寅激荡中的持续生长寅跃迁与延续冶的阶段性发展规律曰观点显著行为序

对很好地映射在了多轮波普尔循环的知识进化中袁足够的分裂与变异尧不断的融合和自我生长行为对知识进化起着关

键作用遥 一些未预见发现充分体现了知识建构基于原则的灵活性特征遥

[关键词] 知识建构曰 学习社区曰 观点改进曰 知识进化曰 行为序列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胡金艳渊1981要冤袁女袁河南漯河人遥 讲师袁博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知识建构和知识进化研究袁E-mail院

hujinyan07@163.com遥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移动学习环境下学习投入的动态变化机制与资源支持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61907013冤曰2021年河

南省人文社科项目野在线学习中的对话分析及其对学习成效的影响冶渊项目编号院2021-ZZJH-121冤

一尧引 言

观点是学生面对现实问题时真实的想法袁 经学生

自主提出后被物化为一种真实存在的文化制品[1]袁从而

成为社区知识形成的起点[2]遥 但在强调标准化尧结构化

和高效率的传统工业模式的学校教育中袁 学生主动提

出的观点通常不受欢迎曰因为这些观点一般都会野超出

教材范围冶袁会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尧破坏性的尧干扰了教

学计划的曰不仅如此袁观点提出者甚至会被认为是不

守规矩的尧行为不端的学习者[3]遥因为超出野教纲冶的观

点及其提出者可能会阻止教师完成早已预设好的教

学目标袁 消解教师的权威与控制权袁Papert将这种情

况形象地称为野观点厌恶渊Idea Aversion冤冶[4]遥这是一种

强烈的对观点的偏见袁而倾向于学习固定的技能和事

实袁是野获得冶隐喻下的学习方式[5]遥工业模式下程式化

的脚本教学磨灭了学生的热情与创造性袁 进入 21世

纪以来的诸多学习理论都决心改革这一范式遥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野观点冶为中心 [6]的知识建构理论

渊Knowledge Building袁KB冤袁 该理论强调学生以观点为

中心袁像科学家一样探究真实的问题曰通过野对社区有

价值的观点生产与持续改进冶 来促进知识创造袁KB也

因此被称为人类学习三大隐喻之野知识创造冶隐喻[7]遥

KB理论被认为是在知识创造的文化中[8]袁有效地

还原了知识生成的过程[9]袁通过观点改进推进知识进

化遥从知识进化的角度看袁KB中的观点改进行为的追

踪与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遥 知识论坛

渊Knowledge Forum袁KF冤 是专门为 KB社区中观点改

进设计的网络平台袁该平台可以联结观点并展示观点

发展的时间线遥 已有研究者开发词汇分析器尧社会网

络工具尧语义重叠工具[10]尧观点线程贴图渊ITM冤[11]尧KB

话语探测器渊KBDeX冤[12]等工具来跟踪观点改进的过

程与轨迹袁 对观点改进的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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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研究都未从进化的视角对观点作为生命体的

行为序列进行探讨袁观点改进过程中前后行为的互动

关系始终未能清晰揭示遥 Hong H Y等人从观点进化

的广度和深度视角进行了实践探索袁并绘制了观点改

进的进化图[13]袁但没有对改进的方式进行分类遥 借鉴

道金斯的思想基因理论[14]袁Krauskopf等人将观点看作

野文化基因冶来研究 KB交流中的观点改进过程袁然而

其仅仅将观点改进过程分为重复和变异两种[15]袁难以

描述该过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遥蒋纪平等在具体教学

实践的基础上袁结合波普尔的知识进化理论与创新学

之父亚历克斯窑奥斯本的野6M法则冶袁将观点改进行为

分为融合尧变异尧分裂尧自我生长尧消失和死亡六种[16]袁

较 Krauskopf的分类体现了观点生命特征的复杂性与

适应性袁然而这只是对单一行为的分类袁对一种行为

是如何触发另一行为尧多种行为组成的序列如何影响

观点改进并没有进一步阐明遥

综上袁 已有研究从理论角度论证了观点作为一

个生命体不断进化的生物学特征袁然而 KB理论的核

心是通过观点的持续改进使知识由浅层走向深层建

构[17]袁仅仅进行理论论证尧工具开发尧孤立行为分析是

远远不够的袁缺少基于时间序列的观点改进行为复杂

互动关系的分析成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缺陷遥因此本

研究运用时序分析法袁 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以下两个院

渊1冤探讨观点改进在不同阶段的序列行为特征与跳转

规律曰渊2冤依据波普尔知识进化图式袁探讨观点有效行

为序对与知识进化行为的映射关系遥

二尧理论基础

渊一冤波普尔知识进化

英国哲学家卡尔窑波普尔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袁认

为野世界 3冶只是在起源上是人造的袁但却超越了它的

创造者袁即理论一旦存在袁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袁成为

一种自主演化的超越主体性的客观知识[18]遥 波普尔认

为 野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袁 知识的增长过程总是相同

的院我们试探着解决我们的问题袁并通过淘汰过程袁获

取在我们的试探性解答中某些接近合适的东西冶[19]袁差

别在于爱因斯坦可以试探性地否决自己的理论袁 而阿

米巴做不到遥 波普尔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主

义不同袁知识进化逻辑上是演绎而非归纳袁方法上是野选

择冶而非拉马克式的反复野训导冶袁是一种野批判性排错冶

的理论而非辩护的关系[20]遥 事实上袁这种野选择冶包含了

丰富的进化行为袁 新的稳态知识会像生命体一样经历

从出生到消亡袁从没落到新生的循环往复的过程[21]遥

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袁波普尔提出了野进化和知

识之树冶袁将知识看作是在世界 3中不断改进袁其知识

论的立足点便是把尝试和消除错误的方法看作人和

生物普遍采用的方法[22]袁也即袁猜想与反驳渊试错法冤

是科学知识增长的方法论[23]遥 基于此袁他于 1979年从

进化论的视角提出了知识进化序列四段图式院P1寅

TT寅EE寅P2
[24]袁P1代表初始问题要要要进化起点曰TT和

EE分别代表证伪与修订过程的试探性理论渊Tentative

Theory冤与排除错误渊Error Elimination冤袁P2 代表突现

的尧 和 P1有一定深度差的新问题遥 后经不断发展完

善袁考虑到 TT与 EE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袁信息量更大

的图式为图 1渊左冤遥本研究采用图 1渊右冤的图式袁理由

是研究问题主要聚集于观点进化的多样化行为而不

是内容袁 因此将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子问题 P2a尧P2b尧P2c

等概括为一个大的问题 P2遥

图 1 发展后的复杂图式渊左冤和本研究采用的图式渊右冤

渊二冤KB理论中的观点改进

KB理论正是以波普尔的 野世界 3冶 为哲学基础

的袁认为社区中的观点属于野世界 3冶的范畴袁其特征

如下院其一袁观点都是有生命的[25]袁作为一种生命体的

观点会有知识进化的特征袁并且在其持续改进的过程

中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26]遥 其二袁观点也像艺术品一

样会被 KB社区成员反复打磨尧批判和组合以不断完

善[11]袁因而许多观点会死亡尧消失尧转化和提升遥 其三袁

野多样化的观点冶袁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成功的生态系

统一样重要[27]袁这同时也造成了观点改进过程中的复

杂性遥 知识进化是以观点改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袁是

知识承载着多观点的一种生命运动袁 从混沌到秩序袁

从简单到复杂袁 但波普尔图式中的 TT与 EE并没有

详细说明知识进化中类生物的具体行为遥蒋纪平等对

KB中观点行为进行分类袁 在生物细胞进化的基础上

加入观点作为生命体主动纠错的意识构建而来袁因此

从波普尔知识进化图式进一步分析能够揭示更为深

刻的规律与特征袁 即分析 TT与 EE对应的观点行为

序对以及两者的复杂映射关系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不以

绝对的客观标准来评价观点改进程度袁而是以波普尔

循环的轮数作为观点持续改进的衡量指标遥

三尧研究设计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 H 省某高校教育技术学大三本科

48



2021年第 5期渊总第 337期冤

编码 行为 解 释 举 例

SP
分裂

渊1寅n冤

指一个观点分裂为多个遥 学生通过与他人反复讨论尧探究尧

质疑尧反驳尧反思及阅读权威文献袁产生更多相关的观点

野迪士尼动画受欢迎的原因冶分裂成野迪士尼公主

形象的转变冶野迪士尼公主形象与女权运动冶

FU
融合

渊n寅1冤

指相似尧相关尧交叉尧从属尧描述不同而含义相近的观点合

并尧吞噬尧同化或重组

野动画叶花木兰曳中的木兰与中国的木兰不同冶野叶功

夫熊猫曳中的中国元素冶融合为野外国影片中的中国

元素阐释冶

VA
变异

渊1寅1冤

指观点不断自我繁殖袁初始观点可能存在内容过于宽泛尧可

实施性弱等问题袁 经持续演进观点更加具体尧 可操作性增

强尧更加聚焦

野日本动漫特征冶变异为野宫崎骏影片作品中的乡村

风格冶

SG
自我生长

渊1寅1冤

观点在某个阶段中没有分裂尧变异或与其他观点融合袁保持

独立向纵深方向发展

野叶大鱼海棠曳的色彩与场景冶生长为野影片色彩尧角

色造型及场景变化体现了人物性格的改变冶

DI
消失

渊1寅0冤

指已经有成熟研究成果袁继续研究的价值不大袁或学生对所

提问题的研究兴趣减弱而放弃

野中国动漫发展阶段冶 发现已有成熟研究而放弃尧

野反战题材动漫研究冶先放弃后又复活

DE
死亡

渊1寅0冤

与消失不同袁观点死亡不是观点有意义而被放弃袁而是由于

学生的知识储备等原因导致无法继续研究
野美国 3D动漫影片的角色设计技术冶

RE
复活渊现冤

渊0寅1冤

指观点消失或死亡后袁 由于某种原因学生对观点重新感兴

趣尧从而继续对该观点的研究

野反战题材动漫研究冶 由于后期观看并分析影片

叶萤火虫之墓曳而复活

NU
空值

渊0寅0冤

观点并不都是从最初的时间点产生袁 可能产生于中途任何

时间袁 或在某一时间点内未发生任何行为袁 为进行时序分

析袁补充为空值

未产生观点或未发生观点行为

生袁共 56人袁研究以野影视动漫赏析冶课程为例进行

KB教学实践遥 为保证效果袁上课分为两个班袁上课方

式和授课教师都相同袁课程持续 18周袁共 36学时遥该

班在前一学年的野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冶和野专业英

语冶中已经系统地接受了为期一年的 KB学习袁学生

对 KB理念接受度高袁能够熟练使用 KF平台中的各种

功能袁并有意识记录反思自己观点发展变化的过程袁这

些前提条件成为 KB教学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遥

渊二冤研究设计与实施

课程由两名 KB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共同设计袁

另设两名助教搜集整理课堂教学资料遥每次课前教师

团队根据课程情况进行讨论袁共同制定与调整教学方

案袁课后针对课程情况进行集体复盘式反思并设计下

次课程计划袁 师生保持线上交流遥 教学实施在 KB12

条原则指导下袁 依据 Hans Lossman提出的观点改进

阶段[6]进行院渊1冤观点产生阶段渊3周冤袁创设真实情境袁

提供丰富的影视动漫资源包袁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

点并发表于平台遥 渊2冤观点联结阶段渊4周冤袁学生之间

充分进行讨论协商袁研究者鼓励志同道合的学生生成

小组袁对学生观点的内容进行分析袁帮助学生推进观

点遥 渊3冤观点改进阶段渊6周冤袁小组观点逐渐明确袁通

过协商尧质疑尧反驳尧解释等袁促进观点持续改进遥此阶

段观点交互的行为也最为多样化和复杂化袁绝大部分

学生都参与到了激烈的讨论中遥 渊4冤观点升华阶段渊5

周冤袁学生对小组观点进行反思袁承担集体认知责任袁

促进社区知识形成袁 此阶段学生进行了主题间的交

互袁并进行了个人与小组的反思遥 阶段持续时长不进

行人为预设袁以观点的自然推进为准遥

渊三冤研究方法与编码方案

本研究主要采用滞后序列分析和内容分析法遥滞

后序列分析法由 Sackett于 1978年提出袁通过分析一

种行为紧随另一行为发生的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来

探索行为的发展规律袁旨在评估序列行为随时间发生

的概率[28]遥 观点的一个行为向另一行为转化定义为一

个序列袁其先后顺序表示行为转换的方向袁如 SP寅FU

代表观点分裂之后进行融合遥使用滞后序列分析软件

GSEQ5.1对观点改进中的行为序列进行计算袁分析结

果并绘制行为转换模式图遥 研究以专为 KB设计的观

点互动平台要要要中文版 KF 上的观点为主要数据来

源袁结合学生自己记录的观点发展过程的文字类记录

约 16.8万字袁9大主题共提取出 623个观点作为研究

的数据样本遥

首先采用蒋纪平等提出的观点改进编码体系袁在

实际教学中袁学生中途提出的观点可能是前期观点死

亡后的复活袁或消失后的复现遥 这种情况往往是前期

学生的知识储备量有限袁随着探究的深入袁已经放弃

的观点就会被重新提出袁研究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复活

或复现袁代表了此观点和前期曾经产生过的观点的关

表 1 八种观点进化行为编码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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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循环 1

P1院迪士尼动

画为什么那么

受欢迎钥

TT寅EE 显著序对 TT寅EE对数

TT1a院通过观看叶白雪公主曳等迪士尼经典动画袁讨论分析其优点
NU寅NU袁

VA寅VA

2

EE1a院发现迪士尼动画具有制作精美尧故事情节改编吸引人等优点袁但这些优点

并不是迪士尼独有的

TT1b院观看不同时期的迪士尼动画袁查阅著名影评资料袁交流观点袁吸引共同兴趣

的同伴组成团队
NU寅NU袁

SG寅SP袁

VA寅VA
EE1b院发现很多迪士尼经典动画塑造了成功的女性形象袁但不同时期的女性角色

有很大差异袁如不同时期的公主角色

联遥空值的设置是为了保证时序分析中在同一时间点

发生的观点行为的对齐袁如一个观点是在第三阶段提

出袁它前两个阶段的行为编码就是空袁若不设空值袁软

件分析时会将其与第一阶段对齐袁就会出现时序上的

混乱遥 如此就形成了表 1的八种行为遥

上述八种观点改进行为与波普尔的知识进化图

式从理念上是相通的袁限于篇幅袁以其中一个主题野迪

士尼耶公主爷与女权运动冶的 P1来说明 TT尧EE渊参照图

1右的图式冤与观点改进行为序对的编码示例遥

研究者通过抽取每个阶段的部分观点预编码袁对

不一致的结果深入讨论协商袁达到对编码系统的一致

理解遥所有观点编码共产生 2122个行为袁最终形成了

1814 个行为序列袁 对编码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袁

Kappa系数为 0.872袁 对 9个研究主题波普尔图式中

的 TT渊试探性理论冤和 EE渊排除错误冤对应的观点行

为序对编码的 Kappa系数是 0.793袁一致性较好遥

四尧研究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观点改进行为的阶段规律

依据滞后序列分析理论袁 残差值大于 1.96表明

该行为序列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遥 转换图渊如

图 2所示冤中的连线代表行为关系及方向袁粗细及线

上数字代表概率遥 经对阶段的分析发现袁观点改进行

为的生物学特征存在着野萌生与聚集寅选择与种群生

成寅激荡中的持续生长寅跃迁与延续冶的发展规律遥

1. 阶段一院萌生与聚集

学生在创设的真实情境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袁行为

转换方式单一袁 自我生长后的观点主要走向变异尧分

裂和死亡遥 由图 2可知袁SG尧VA尧DE等行为处于核心

地位遥 分裂在阶段末期有爆发式增长遥 SG寅VA寅SG

路径表明最初产生的观点经过简单的自我生长之后

会产生变异袁然后是自我生长袁这是学生在对观点进

行不断的修正袁 可能是最初的观点选择范围过大袁需

要进一步聚焦遥 SG寅VA寅DE路径表明观点在进行自

我生长和变异后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放弃遥 SG寅SG路

径表明观点产生之后在努力地自我生长遥 SG寅DI尧

SG寅SP尧SG寅FU三条路径呈现以 SG为中心的辐射

状袁 表明观点进行自我生长之后会有不同的发展方

向袁这三个路径的残差值都不高袁而且 DI尧SP尧FU 三

个行为也未与其他行为形成序对袁 更未与 SG相互转

换遥整个阶段只有 SG和 VA有相互转换关系袁其他的

序列之间都是单向的关系袁说明该阶段的观点行为转

换的结构还较为单一遥 NU寅NU较高的残差值代表在

阶段一之后也有较多观点产生袁 此阶段主要是观点的

表 2 TT寅EE与观点行为序列的关系编码示例

图 2 四个阶段观点行为序列转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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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与不断聚集袁为此后的复杂交互行为奠定了基础遥

2. 阶段二院选择与种群生成

学生通过充分交流讨论袁处理观点之间的认知冲

突袁逐渐生成小组遥长序列与双向序列增加袁自我生长

与融合尧 变异行为切换频繁遥 由图 2可知袁SG尧VA尧

DE尧FU等行为处于核心地位遥以 FU为起点较长的行

为序列路径有 FU寅SG寅VA寅DE寅NU尧FU寅SG寅

VA寅SG寅DI寅NU尧FU寅SP寅SG寅DI寅NU等袁以 VA

为起点的不重复序列路径有 VA寅SG寅FU寅SP寅

VA寅DE寅NU等袁 这些都说明了观点之间的行为更

加多元袁变化具有连续性遥 DI寅NU和 DE寅NU之间

的虚线表示虽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袁但两

种行为相继出现的频次较高袁表明了本阶段死亡或消

失的观点会复活渊现冤袁因这部分观点本来就不是特别

多袁所以虽未达到显著也将其标识出来遥FU与 SG尧SG

与 VA这两对存在相互转换关系且残差值较大袁表明

观点在融合与自我生长尧自我生长与变异行为之间来

回切换袁且以 SG为起点的残差值较大袁表明自我生长

之后进行融合和变异的观点只有一部分继续自我生

长袁其他地走向了分裂或变异袁观点在这个阶段如此丰

富激烈的行为切换中完成筛选袁并生成小组遥此阶段经

过冲突处理与不断选择袁生成了不同的种群渊主题冤遥

3. 阶段三院激荡中的持续生长

小组通过协商尧质疑尧反驳尧解释等促进观点持续

改进袁八种行为都具有显著性袁行为转化复杂多样袁观

点在激烈的互动中持续生长袁仍有观点走向死亡或消

失袁但有部分观点复活遥 由图 2可知袁SG尧FU尧VA尧DE

等行为处于核心地位遥整体行为路径是四个阶段中最

为复杂的袁序列转换关系明显增多袁所有的行为都形

成了或多或少的序列连接袁 没有处于游离状态的行

为袁这和本阶段持续时间较长也有关系遥RE组成的序

对首次呈现显著性袁复活渊现冤代表学生对此问题孜孜

不倦的追求袁是自然产生尧可遇不可求的袁说明了学生

对观点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袁会对自己的原始问题有

持续的尧深入的理解与回应遥 FU SG尧SG VA之间

的双向交互依然频繁袁 出现的序对多且交互复杂交

织袁双向序对也最多袁说明观点之间在频繁地来回碰

撞和激荡中迅速地发展袁SP SG也组成了双向序对袁

这是观点在进行多次分裂和自我生长袁说明观点在改

进过程中经过了质疑尧协商尧反驳等不断地聚焦并向

深处发展遥

4. 阶段四院跃迁与延续

通过集体智慧的建构袁升华观点袁促进社区知识

形成袁序列转换关系明显减少袁观点向纵深发展的同

时仍有分裂和新观点产生遥 由图 2可知袁本阶段行为

序列稀少许多袁代表交互行为大大减少袁观点趋于稳

定导致交互没有那么激烈了袁经由集体协商与合作趋

向于纵深发展袁这也是融合和自我生长序对最为显著

的原因遥 RE尧DE尧DI三个行为处于游离状态袁说明学

生在集体反思尧观点升华尧形成社区知识的过程中袁死

亡尧消失和复活的观点不多遥和阶段一不同的是袁本阶

段转换关系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结构单一袁而是观点逐

渐走向深入袁行为发生的频率没有前三个阶段那么频

繁遥 此阶段的分裂与其他行为形成了闭环袁说明了学

生在对主题进行集体反思袁尤其是主题之间的相互协

商与反驳激发了新的观点产生袁 观点不仅有升华跃

迁袁更有生长的延续遥

渊二冤观点行为序对与知识进化的映射分析

1. TT寅EE对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袁 多样化的方

案能够促进知识进化

TT寅EE的对数代表一个问题共提出了多少对试

探性理论和排除错误的方案袁如图 3所示袁对数呈上

升趋势且最后有所回落袁 问题的解决方案逐渐多样

化遥具体来看袁最初的方案比较单一袁多数只有一到两

种方案袁这一方面是由于问题可能比较宽泛袁思路没

有打开袁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还未与志同道合的同伴

形成小组袁试探性理论没有被激发出来遥 随着问题逐

渐明朗以及小组成员的相互讨论袁TT寅EE对数增多袁

学生的观点变得敢于冒险袁批判性增强袁思维更加发

散袁波普尔循环也同时增多遥在后期袁小组和研究问题

稳定下来袁TT寅EE有所减少袁但仍然高于最早期遥 对

比组间的差异可以发现袁TT寅EE对数越高袁波普尔循

环的轮数越多袁 如组 3在 P5的推进中 TT寅EE对数

达 6种之多袁波普尔循环的轮数也最多曰相反袁组 2仅

进行了三轮袁TT寅EE对数最高才达到 3袁这说明了多

样化的 TT寅EE能够促进知识进化遥

图 3 TT寅EE对数分布情况

2. 整体上看袁 各主题序对数量和内容都不同袁序

对越多样化袁波普尔循环轮数越多

对九个主题波普尔循环中的 TT寅EE对应的显

著行为序对进行统计袁结果见表 3遥 从主题的纵向发

51



电化教育研究

主题
波普尔循环 1

渊TT1寅EE1冤

波普尔循环 2

渊TT2寅EE2冤

波普尔循环 3

渊TT3寅EE3冤

波普尔循环 4

渊TT4寅EE4冤

波普尔循环 5

渊TT5寅EE5冤

波普尔循环 6

渊TT6寅EE6冤

主题

1

NU寅NU袁

SG寅SP

SG寅VA袁VA寅SG袁

VA寅DE袁SG寅FU

SG寅FU袁VA寅SG袁NU寅

NU袁 FU寅SG袁SG寅VA

FU寅FU袁SG寅SG袁

SG寅FU袁

主题

2

NU寅NU袁

SG寅DI

NU寅NU袁SG寅SG袁

FU寅SP

SG寅SG袁SG寅FU袁

VA寅SG

主题

3

NU寅NU袁VA寅

VA袁SG寅SP

VA寅VA袁SG寅VA袁

VA寅SG袁SG寅SP

SG寅FU袁SG寅VA袁SG寅

SG袁SP寅SG袁VA寅SG

VA寅VA袁SG寅SG袁

SG寅FU袁VA寅DE袁

SP寅SG袁FU寅FU袁

FU寅SP袁FU寅SG

FU寅FU袁SG寅FU袁

SG寅SG袁FU寅SP袁

SP寅SG袁RE寅SG

FU寅FU袁

SG寅FU袁

FU寅SP

主题

4

NU寅NU袁

SG寅SP

SG寅VA袁VA寅SG袁

SG寅SP袁FU寅SP

NU寅NU袁FU寅SG袁

SG寅VA袁VA寅SG

SG寅FU袁FU寅SG袁

RE寅SG

主题

5

NU寅NU袁SG寅

SG袁NU寅RE

SG寅SP袁SG寅SG袁

SG寅FU袁VA寅SG袁

FU寅SG

NU寅NU袁SG寅VA袁

FU寅VA

主题

6

NU寅NU袁SG寅

DI袁SG寅SP
NU寅NU袁SG寅SG

VA寅VA袁SG寅SP袁

FU寅SG袁VA寅SG

SG寅FU袁FU寅SG袁

RE寅SG

主题

7

NU寅NU袁

VA寅VA

VA寅VA袁SG寅VA袁

VA寅SG袁SG寅SP袁

FU寅SP袁VA寅DE袁

SG寅DI

SG寅FU袁SG寅VA袁SG寅

SG袁SP寅SG袁VA寅SG袁

FU寅SG袁NU寅NU

SG寅FU袁FU寅SG袁

FU寅FU袁VA寅DE袁

SP寅SG

SG寅FU袁FU寅SP袁

SP寅SG袁RE寅SG

主题

8

NU寅NU袁SG寅

SP袁 VA寅VA

SG寅VA袁VA寅SG袁

FU寅SP袁 SG寅SP

VA寅VA袁SG寅SG袁SG寅

FU袁FU寅FU袁VA寅DE袁

SP寅SG

NU寅NU袁SG寅VA袁

FU寅VA袁SG寅SG

主题

9

NU寅NU袁VA寅

VA袁SG寅SP

SG寅FU袁VA寅VA袁

SG寅VA

NU寅NU袁FU寅SP袁VA寅

SG袁SG寅FU袁VA寅SG

FU寅SG袁VA寅DE袁

SG寅VA袁FU寅VA袁

SG寅SG袁SG寅FU

FU寅FU袁SG寅FU袁

FU寅SP

展上看袁行为序对数量和内容是不同的袁即在知识进

化的不同阶段袁采用的试探性理论和排除错误的方案

是不同的袁说明了知识进化从观点改进行为的角度看

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遥 从横向上看袁各主题波普尔循环

轮数不同袁序对越复杂多样袁波普尔循环的轮数越多袁

如具有多样化序对的主题 3进行了 6轮波普尔循环袁

相对单一序对的主题 2只有 3轮遥

3. 足够的野变异与分裂冶刺激了复杂交织的试探

性理论与排除错误的方案

从表 3可知袁 主题 3尧7尧9波普尔循环轮数最多袁

在循环 1尧2中的变异与分裂组成的序对具有显著性袁

而主题 2尧5等循环少的主题袁在前期的 TT寅EE变化

中袁 变异与分裂不显著袁 只是在较浅的层次尝试袁如

SG寅DI是观点在自我生长之后很快就被放弃了遥 这

说明了足够的变异与分裂能够激发 TT与 EE方案的

提出遥在如同生物进化的多样性尧丰富性一样袁变异与

分裂为观点进化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遥若前期观点

单一则不利于观点的进化袁需要有促进策略袁如使用

支架尧拼图法促进交互等遥

4. 野融合与自我生长冶行为主要在循环后期频繁

切换袁复活的观点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主题 3尧7尧9在最后两个循环中袁融合和自我生长

占据了核心地位袁 而在知识进化较弱的主题 2尧5袁这

两个行为序列就较少见遥可见融合与自我生长对观点

升华具有促进作用遥 融合代表着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袁

尤其是跨组的融合袁是观点间通过不断碰撞而导致的

结构重组与创新遥循环后期的自我生长与问题产生之

初不同袁包含了批判性的反思袁这种反思在排除错误

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袁如叶大鱼海棠曳主题的反思

野我们的思路有些局限袁椿的选择未必是错的袁就像著

名的耶电车难题爷袁哈佛大学的耶公正爷课中提到过袁我

们也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一下冶遥 此反思不仅提出

了反驳的观点袁更是有权威性资料的引入袁并且对下

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遥这种讨论持续

到了课下袁真正实现了知识创造动态的尧机会主义的尧

全社区合作的社会和自发过程[29]遥 RE寅SG序对表明

表 3 波普尔循环中的观点行为显著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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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观点走向了自我生长袁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遥

五尧讨论与发现

本研究从波普尔知识进化的视角出发袁将 KB社

区中的观点视为野世界 3冶中独立的野生命体冶袁在波普

尔知识进化图式和观点行为的框架下进行编码和分

析袁梳理出观点发展的阶段规律以及行为序对与知识

进化的映射关系遥从进化的视角深入探讨观点改进的

机理不仅丰富了 KB的理论成果袁更超越了孤立观点

的表层分析走向了多观点复杂行为的过程性研究袁从

而有助于师生把握全局进行深层 KB实践遥 尽管 KB

持有基于原则尧反对预设的尧高度结构化的教学理念袁

但教师的组织与干预行为仍然对观点发展有直接的

影响袁这与人类知识的自然进化过程是不同的遥因此袁

本研究所得出的观点发展规律在不同的教师尧课程内

容等情况下袁可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袁如某阶段持

续较长或较短尧相邻阶段有交叉和反复等袁但从整体

趋势上看袁观点改进所呈现的规律具有一致性遥

此外袁本研究还有一些未预见的发现院渊1冤观点的

分裂并非都出现在观点产生阶段袁在阶段四也出现了

分裂行为袁如主题野迪士尼耶公主爷与女权运动冶中在课

程即将结束时组员表示希望继续研究迪士尼影片袁如

公主的爱情观尧迪士尼野王子冶等遥 这体现了观点生命

力的蓬勃与旺盛袁进化并未随着课程的结束而终结袁而

是又找到了新的生长点袁观点改进是永无止境的[13]袁犹

如在学生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袁 切合了 KB持续发展尧

非线性尧不可控制的袁结果不可预测的复杂性特征袁这

就要求作为 KB主体的学生承担更多认知责任袁积极

参与社区观点的改进和提升[30]遥 渊2冤每个阶段都有新

观点产生袁这一发现符合波普尔知识增长图式袁每个

循环结束后都会有新问题出现遥很多有前景的观点会

以突然涌现的方式出现袁体现了 KB基于原则尧不能

预设的魅力袁不是例行公事袁而是充满了生成性遥最好

的试探性理论是能引发出最深刻和最意外的子问题

的理论[24]遥 本研究后续还需要深入研究小组之间的错

综复杂尧相互交织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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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chanism of Idea Improvement in Knowledge Building Community:

A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Evolution

HU Jinyan, JIANG Jiping, CHEN Yujie, ZHANG Yib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core of knowledge building i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deas.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uperficial behaviors such as trajectory tracking, but lack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behaviors of idea improvement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knowledge evolution. Through tracking the course "Appreciation of Film and Animation" of 5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a certain university, this study analyzes 623

ideas posted by students on the knowledge forum platform by using lag sequenc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ehavior of idea improvement shows a developmental pattern

of "emergence and aggregation, selection and population generation, continuous growth in agitation, leap

and continuation". The significant behavior sequences are well mapped onto several rounds of Popper's

cycle of knowledge evolution, with sufficient splitting and mutation, continuous fusion and self -growth

behavior playing a key role in knowledge evolution. The principle -based flexibility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s well characterized by some unforeseen findings.

[Keywords] Knowledge 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y; Idea Improvement; Knowledge Evolution;

Behavior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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