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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体验“螺旋式”周期养成与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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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学习体验备受在线教育的广泛关注袁多数研究聚焦于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上袁缺乏对其发生尧发

展问题的深入探索遥 研究在长达七年的野泰州师说冶大规模教师网络课程中袁发现养成在线学习体验的野螺旋式冶周期规

律袁每个周期由合作尧对话尧知识尧反思四阶段构成袁形成体验核心圈袁在目标与评估牵引下呈野螺旋式冶上升遥 利用社会网

络分析尧话语类型分析尧认知网络分析方法挖掘七年的数据袁以阐释在线学习体验周期发生尧发展过程遥 分析发现群体网

络密度逐年增强袁主动合作形式呈多元化态势曰对话类型由谈话型走向指导型曰知识应用类型与认知结构分布趋向均衡

化曰自我反思逐渐凸显袁促进深入思考与意义建构遥 最后袁总结提出野螺旋式冶周期的应用价值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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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疫情期间袁大规模在线学习实践使教育领域努力

适应在线学习的虚拟形态袁同时习得各种技能袁这是

一场体验之旅遥 2020年下半年袁随着学生陆续返校袁

学习回归课堂袁在线学习看似被搁浅袁实则不然袁大规

模在线学习的趋势已然袁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做到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野同质等效冶袁如何以学习者的真实

体验为目的激发学习动机袁保障在线学习是野真学习尧

在学习冶[1]遥 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经济上重塑了社会袁我

们主动接纳并享受其带给生活的便利和良好体验遥然

而袁类似的效应并没有在教育领域发生遥 即使在全球

疫情紧迫的情形下袁我们仍未能看到教育领域颠覆性

的巨变袁被动信息传递仍是主流袁被动学习还在继续遥

在线学习便利背后到底缺失了什么袁或是未能充分发

挥技术带来的相互连通的优势袁抑或是没有进行精准

的教学设计遥无论从何种视角袁作为学习的主体袁学习

者与学习内容尧活动尧资源尧同伴的关联中袁所产生的

相互作用和体验都极为重要遥大规模持续性的在线学

习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是有价值的体验遥

二尧在线学习体验的释义

体验作为学习和发展的源泉袁最初的释义是亲身

经历袁实地领会袁最终使得情感做出反应的过程[2]遥 在

教育领域袁学习体验是一种生命体验袁通常把学习体

验看成教育过程及其结果的结合体[3]遥作为过程袁是指

学习者参与在线学习过程中形成认识和情感的经历曰

作为结果袁是指学习者经历在线学习后对其产生的情

感反应和效果评价[4]遥 在线学习体验是学习者对在线

环境尧在线学习活动尧学习交互等多方面的感知和反

应遥 野在线冶提高了互动的程度尧经验获取的多元性袁增

强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等[5]遥 何克抗教授认为在线学习

是通过因特网或其他数字化内容进行教与学的活动袁

具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袁赋予学习

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袁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6]遥 野在

线冶不仅代表着电子化袁也代表扩展和提升学习经验袁

为学习者共同思考提供机会袁为深入和有意义的学习

经验创造条件袁应把在线学习体验看作是开放且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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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内聚性交流体系遥

良好的在线学习体验有助于提升学习者自我效

能感袁激发学习内驱力遥目前袁在线学习体验研究大多

集中在影响因素上袁如江毓君等研究发现袁影响在线

学习体验的关键因素从强至弱依次为师生互动尧同伴

互动尧协作尧教师教学技能等[7]遥Deshwal Pankaj等建立

了在线学习体验满意度四个方面的量表袁提出对学习

者满意度有着积极影响的在线学习体验因素[8]遥 张露

等梳理了学习体验的核心内容袁 界定学习体验的分

类袁构建学习体验理论框架[9]遥以往研究中学习者被抽

象为简单的数据袁忽略学习者作为复杂个体是动态变

化的袁缺乏对学习体验的养成规律尧发生发展问题的

深入探讨遥 学习者是在线学习的直接受益者和评价

者袁学习体验越积极袁学习驱动力越强袁学习质量越

高遥 在快速变化的知识社会背景下袁如果仅仅简单地

增加或重新包装教学内容袁被动地设计教学袁在线学

习很难取得成效遥 学习需要发展在线学习体验袁形成

一种能迅速联结和吸收知识的社会学习模式遥

三尧在线学习体验的野螺旋式冶周期养成

适应在线学习的过程袁就如同人类从茅草屋到钢

筋水泥世界一样袁一边体验一边不断地改变和塑造自

身创造的世界遥Kolb将体验学习描述为一种动态的学

习观袁提出基于具体体验尧反思观察尧抽象概括以及行

动应用四阶段的学习体验圈[10]遥 学习体验圈是一个

野螺旋上升冶的过程袁一个阶段的结束意味着下一阶段

或新体验的开始遥

自 2013年袁 课题组受泰州市教育局委托设计开

发野泰州师说冶网络课程袁利用野江苏教师教育网冶平台

开展在线培训袁如今已历时 7年袁每年参与教师达 4.3

万名遥 多年来课程颇受好评袁形成品牌效应遥 目前野泰

州师说冶课程经验已推广到其他区域袁但课题组发现

即使使用相同的平台尧资源尧专家和策略袁其学习成效

都不如泰州市的实施效果袁原因在于学习者长期养成

的在线学习体验和积累的经验不同遥学习是一个基于

经验连续的过程袁 每一次经验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

纳袁并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质量遥

课程后期袁学习者不再纯粹依靠制定的学习规则

被动参与袁而是主动参与互动袁分享经验遥良好的学习

体验促进学习者更积极地投入学习袁形成一个良性学

习循环袁 而没有长期在线学习经验积累的学习者袁很

难达到相似的效果遥 经过多年观察袁泰州地区 4.3万

名教师在网络课程中经历合作尧对话尧知识建构与反

思四个过程袁在学习目标和评估的促进下逐渐养成了

基于野泰州师说冶课程的在线学习体验袁伴随周期性和

规律性袁基于此构建了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模

型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模型

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模型展示了学习者

在线学习体验发展过程的持续路径遥合作尧对话尧知识

和反思作为一个周期的四阶段相互影响尧 相互作用袁

每个周期通过学习目标与评估进行自我参照和维持袁

体验周期呈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袁 螺旋半径明显扩

大袁不断更新和再造遥

合作是人在学习过程中的本能袁 在线学习中合作

优势被天然放大遥叶礼记窑学记曳曾言野独学而无友袁则孤

陋而寡闻冶遥 作为群体动物袁人们总是倾向加入一个共

同的群体中遥 MOOC的高完成率以及研究者们不断呼

吁的野学习自律冶袁只有少数野精英冶才能做到遥学习者需

要在线环境下的社会联系袁促使与他人互动袁产生真

实的学习体验袁而不是作为野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冶进行

独自学习遥 将合作作为周期圈的起始点袁是其本身的

重要性使然袁有合作才会有对话尧迁移尧反思尧提升等遥

合作的学习离不开对话遥 佐藤学认为袁学习是一

种对话与修炼过程袁超越了单纯意义的传递遥 对话建

立在平等基础上袁具有多边互动尧建构生成尧和而不同

的特点遥 当学习者能够在信任的氛围中进行讨论时袁

就会产生一种高质量的学习体验遥在线学习中的对话

以文本为基础袁能呈现学习者的思维状态袁创建永久

记录以供他人阅读尧思考和回复袁减少认知负荷和记

忆需求遥因此袁内容的不变性和随时访问的便利性袁利

于产出有洞察力尧精心编制的学习体验遥

知识在对话的碰撞中被检验和重构袁学习者与同

伴分享观点袁并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时袁知识得

以生成遥在线学习过程中知识不可能均匀地分布在所

有主体中,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进行经验共享袁知识

流动才能更好地实现它的价值袁构建知识与知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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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袁以满足主体持续发展的需要遥

反思是持续学习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袁是打通新旧

知识的桥梁遥 杜威认为反思具有实用价值袁是个体按

照知识和信念,进行主动尧持续的周密思考和导出结

论的过程袁加深了体验的意义袁促进了知识的重构[11]遥

合作尧对话尧知识建构不能形成新的想法和做事方式袁

联通只是个开始袁需要为人们之间的互动植入学习的

根骨袁即通过反思检验自身思想袁走向批判与创造新

思想袁这种体验会让学习者期待再次的合作袁走向新

周期的开始遥

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核心圈袁需要目标牵引与评

估蓄能遥 学习目标在学习体验形成中指引方向袁在任

何一个过程和环节中在线学习行为都不能偏离目标遥

科学的评估方式和大量在线行为数据为评估提供有

力证据袁精准标靶袁进而产生自发动机袁促进自我调

节遥合作尧对话尧知识尧反思四阶段围绕目标与评估在螺

旋中持续增长袁 它的生长轨迹既阐明过去袁 也预示未

来袁学习者可以寻找新发现袁促使学习体验不断升级遥

四尧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应用分析

2013至 2016年袁野泰州师说冶处于在线体验探索

期袁平台环境尧课程设计以及理念引领渐入平稳袁研究

者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学习周期中合作尧对话尧知识与

反思四个核心环节的存在遥 2017年到 2020年属于学

习者在线体验养成期袁 课程采取了多种实施策略袁比

如创设问题支架袁激发学习者求知欲望[12]尧情境铺设

外引袁促生在线学习内驱力[13]尧剖析群体学习过程袁强

化角色动态转换[14]尧控制讨论规模袁达到学习效果最

优[15]尧设立种子学校袁带动全员学习节奏[16]以及精英学

员引领尧扩大学习圈等等遥 下面依托学习者在线体验

养成期四年的数据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尧对话类型分

析尧认知网络分析等方法用以佐证在线学习体验周期

核心圈螺旋上升真实有效遥

渊一冤合作分析

为促进群体合作袁野泰州师说冶 自 2016年起选择

优秀的学校和学习者进行野播种冶袁通过示范尧联结和

引领开展深入学习遥 如图 2所示袁2017年至 2020年

间学习者社会网络中心度高的节点愈发凸显袁且没有

参与到讨论中的孤立节点不断减少袁成员之间网络密

度总体提升 1.5倍袁学习者的参与度不断提高遥 四年

来袁课程逐渐涌现出核心成员袁他们的学习主动性明

显袁 能够带动着较多的边缘学习者投入到合作中袁连

接不同的子群袁引导和控制其他成员参与合作袁具有

较强的知识交互和传播作用遥

相比 2019年仅存在单一的轮式结构袁2020年出

现了轮式尧环式尧山式与 Y式四类群体结构袁如图 3所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注院节点越大说明点度中心度越大遥

图 2 2017要2020年野泰州师说冶社会交互网络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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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遥 轮式尧山式结构中展现出学习者能够围绕中心人

物进行多主题尧多问题的合作学习袁群体协商讨论更

加丰富且有质量曰环式结构中学习者之间密度较高曰Y

式结构突显了成员的层级交流袁 学习者角色较多元遥

通过对小群体进行密度分析发现袁2018要2020年袁小

群体平均密度从 0.066增长到 0.075袁 内部聚合力逐

年增强遥

对 2020年的学习者的合作意愿进行了调查袁数

据显示袁 有 97.32%的学习者表示很乐意参与到合作

学习中遥 合作是每个在线学习体验周期的开端袁当学

习者不再感到孤独袁情感沟通会上升到深层次的学术

合作袁推动在线合作学习群体的形成袁得到线上学习

独有的体验遥

渊二冤对话分析

自 2017年袁野泰州师说冶采用问题支架策略袁打开

对话空间袁引导学习者参与讨论问题袁促进群体内部合

作对话与反思遥美国教育学者 Burbules[17]将学习者的对

话分为谈话型尧探究型尧辩论型与指导型四种类型袁本

研究将其细化为院提问尧回答尧澄清尧解释尧冲突尧辩护袁

达成共识尧评价尧反思尧支持十个类别遥运用 NVIVO对

2017要2020年对话文本进行编码袁 发现不同在线学

习阶段中对话类型存在明显差异袁如图 4所示遥

2017年袁野泰州师说冶走上正轨袁学习者会选择性

地围绕问题开展对话交流袁此时四种会话类型占比基

本持平袁保持在 20%至 30%之间遥 其中探究型话语稍

微凸显袁占比 28.02%遥

图 4 2017要2020年对话类型走向图

2018年袁 根据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将问题设计

为五个阶梯式袁分时抛出袁形成支架遥第一周为理解与

应用性问题袁第二周为分析与评价性问题袁第三周为

创造性问题遥与 2017年相较袁谈话型对话与指导型对

话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袁探究型与辩论型对话则下降到

20%以下袁见表 1遥 第一周处于学习初期袁学习者积极

性较高袁以谈话型话语为主渊49.94%冤遥第二周袁以辩论

型话语与指导型话语为主袁学习者已经通过深入的学

习袁形成较为稳定的认识结构袁不再停留在观点的联

系与阐释渊探究型袁10.59%冤上袁而是对现实进行价值

判断尧辩论尧主动建立共识渊辩论型袁38.6%冤遥第三周的

创造性问题袁能有效地引发学习者的先验知识袁进行

辩证性思考袁 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再次提升 渊谈话型

21.64%冤袁但同伴之间的对话上升到对问题的认识尧解

决方案的提出以及自我反思尧评价与支持其他参与者

展开渊指导型袁60.16%冤遥

表 1 2018年三周对话类型比重表

2019年袁谈话型与指导型话语同步降低袁探究型

和辩论型话语同步增加袁四种对话类型维持在 20%至

30%之间遥2020年袁问题支架不再分时设置袁谈话型对

话继续降低至 15%以下袁辩论型与探究型对话维持在

25%左右袁指导型对话类型占比达 50%以上遥可见袁学

习者认知已经从同侪之间的谈话袁 经深入探究辩论袁

转变到能够从自身教学经验中反思尧提升袁并对其作

出相应的评价遥 即使不再作细致引导袁学习者也能自

觉进行高质量的对话袁这种学习体验和升华在对话中

逐渐养成遥

渊三冤知识分析

知识在合作尧对话中建构迁移袁这一体验可从学

习者内部知识的变化得以验证遥 野泰州师说冶的核心在

于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遥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

识渊TPACK冤明晰地描述了构成教师教学知识体系的

第一周
谈话型

渊49.94%冤

探究型

渊27.93%冤

指导型

渊16.33%冤

辩论型

渊5.80%冤

第二周
辩论型

渊38.6%冤

指导型

渊28.91%冤

谈话型

渊23.9%冤

探究型

渊10.59%冤

第三周
指导型

渊60.16%冤

谈话型

渊21.64%冤

探究型

渊9.93%冤

辩论型

渊8.27%冤

注院节点越大说明中心度越大遥

图 3 2020年不同形态野轮式冶野环式冶野山式冶野Y式冶小群体合作网络交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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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素[18]遥 依据 TPACK框架袁运用认知网络分析

渊ENA冤对 2017要2020年的学习者知识类型以及认知

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遥

在四期课程学习中袁 学习者的知识类型分布如图

5所示袁以教学法知识渊PK冤为主袁比例保持在 90%以

上曰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渊TCK冤尧整合技术教学

法知识渊TPK冤等呈波动上升趋势袁表明信息化背景

下袁学习者在线学习与反思自身教学实践时袁逐渐感

知技术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的应用遥 2019年学

习者的技术知识渊TK冤为近四年顶峰袁到 2020 年袁学

习者对学科内容知识渊CK冤与技术知识本身渊TK冤的关

注减弱袁出现更多技术参与的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

渊TPK冤与整合技术的教学内容知识渊TCK冤遥

图 5 2017要2020年学习者知识类型分布

2017要2020年学习者 TPACK知识的认知网络结

构袁如图 6所示遥 2017年袁学习者 TAPCK知识各维度

的联系主要围绕一般教学法知识渊PK冤展开袁学习者

的知识有着较多的 CK尧PK尧PCK之间的连接袁对技术

知识渊TK冤的感知较弱遥 2018年袁学习者意识到技术参

与教学的重要性袁 其认知网络存在较多的 TK-TPK-

PK遥 2019年袁学习者对 TCK知识与 TK尧TPK知识的

联系有所增强遥 2020年学习者突出表现为 PK尧TCK

之间的连接更为显著袁 且该阶段学习者的 TPACK知

识的认知网络更为丰富和谐遥 可见袁2017要2020年袁

学习者知识的 TPACK内容袁 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各

个维度的联系上袁都呈现上升趋势袁其对 TPACK知识

的关注与认知都有提升遥

渊四冤反思分析

反思作为一个周期的结束袁同时联结下一次周期

的开始遥 野泰州师说冶设计了专家点评环节袁能帮助学

习者从客观角度认识和反思学习中所遇到问题遥经过

四年来持续的研讨学习袁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认知已

从简单的谈话转变为能够从自身的教学经验中得以

反思并做出评价的指导型话语遥

如图 7所示袁2017年至 2020年反思性话语呈现

上升趋势袁2018年和 2019年反思性话语均在 20%左

右遥 随着学习的深入袁学习者越来越重视自我反省与

总结提升袁2020 年反思性话语占所有话语比例 25%

以上遥相比主题回帖袁自主发帖中反思性话语更多袁能

让学习者深入思考袁这一结果表明学习者自身倾向于

以主动发帖形式袁 总结自身合作和对话经验进行反

思袁以谋求更多的指导型意见遥在这种主动合作尧对话

交流尧知识运用尧反思重建的循环中袁学习者不断提升

理论知识袁形成实践能力尧素养和习惯袁最终实现在线

学习中的知行合一与学以致用的良好体验遥

图 7 2017要2020年反思型话语占比分布图

渊五冤目标与评估分析

个体持有正确的学习目标更容易集中精力完成

学习任务遥 野泰州师说冶坚持问题来自实践尧开发依托

实践尧成果回馈实践袁学习内容从真实的教学生活场

景取材袁以身边人的点点滴滴影响身边人遥 由泰州市

一线教师叙说泰州的教育故事袁与高校专家一同诊断

泰州的教育问题袁探寻问题解决之道遥这种自下而上尧

上下联合的培训目标具有实用性袁很容易被学习者自

觉转化成学习目标袁 进而提高自身专业发展水平袁深

化与拓展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尧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和综

图 6 2017要2020年学习者知识的认知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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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养遥

评估在塑造学习者体验上有着积极的影响遥野泰州

师说冶的评估始终力求科学客观袁寻找上位的评估理论

作为支撑袁辅以数据分析袁挖掘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事

物发展规律遥 2016年袁以国际上最为广泛的柯氏评估

模型[19]为理论基础袁从四个层次要要要反应层尧学习层尧

行为层尧效果层进行评估曰2017年袁以 Wenger提出的

野共同体发展五阶段理论冶以及野价值创造周期理论冶

为理论基础[20]袁发现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构建学习共

同体的发展规律及价值创造曰2018年袁 以 Vito Albino

提出的野KTA冶框架为依据袁全面评估学习者知识流动

水平[21]曰2019年袁以野智慧型教师冶作为评估方向袁从智

慧型教师成长基础尧内驱尧外显进行性评估曰2020年袁

围绕野泰州师说冶课程及论坛的共建共享过程袁以群

体动力学与探究社区理论为理论基础袁 对学习者在

线表达的真实情感尧协商观点和共建共享进行评估遥

科学化的评估方式能全面分析过程性和总结性问

题袁引导学习者自我评估的取向袁继续新一轮学习体

验的养成遥

五尧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的

应用价值与建议

在线点燃了一场深刻而有意义的学习体验之旅袁

这种体验具有个人和社会价值遥 野螺旋式冶周期注重学

习者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参与袁是一种通用的尧连贯的

在线学习体验描述结构袁 用简洁的方法来理解复杂尧

动态的在线学习过程袁促进教育者设计有效的学习体

验遥

渊一冤野螺旋式冶周期的应用价值

1. 以野学习者冶为中心袁注重学习体验非技术体验

技术尧环境本身是为学习服务袁学习者才是教育

发生的主体袁任何有关教学上的变革只有把学习者放

在第一位袁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遥 在线学习为学

习者提供的不是技术带来的创新或某种炫酷的体验袁

而是提供将获取信息和有目的交流融为一体的尧动态

的尧具有挑战性的开放学习系统遥 野在线冶的价值不仅

是更快的连接和获取信息袁更是构建学习群体并刺激

和引导学习者主体间的合作学习遥 野螺旋式冶周期希望

能够阐述以野学习者冶为中心在线学习体验建构的过

程袁拒绝形式袁存真求用遥

2. 野实践冶体验与野情感冶体验并重

相对于独白尧隐蔽式的学习袁公共的尧合作的尧对

话式的尧集体的学习最有效袁它可以将学习从无形的

实践转变为有形的实践袁让学习者产生真正的学习体

验遥 人具有社会属性袁期待与自我尧与他人尧与世界发

生交互袁在交互的社会关系中得到情感归属遥 现实生

活中袁同样一句话袁不同的人说出来的效果明显不同袁

因为语言只占 15%袁表情占 30%袁人的状态占 55%遥

在线学习社区中袁文字占据很大比例袁跨越了时空距

离进行共享知识与社会交往袁情感因素基于文字的力

量得以传递遥专注于在线学习集体合作尧对话尧反思中

带来的野实践冶体验与野情感冶体验袁是野螺旋式冶周期应

用价值的体现遥

3. 野被动学习冶向野能动学习冶转变

中国教育一直以来面临的困境类似于教育者摁

着野牛头冶吃草袁岂不知野牛冶吃草是它的本能遥 如何转

变学习者长期养成的野被动学习冶为野主动学习冶或回

到最初的野本能学习冶袁是当前教育走出困境的重要途

途遥 当管理者抛出一个问题袁反馈的是多个问题与讨

论时袁这便是激发了学习者的能动性遥 钟启泉教授认

为野能动学习冶是面向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而开展的探

究性尧协同性尧反思性活动 [22]袁它有助于实现两个期

待院一是期待新旧知识的结合袁达到野深度理解冶曰二是

期待在对话的过程中袁体验问题解决和新意念创生的

过程遥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重视群体凭借合作

的力量解决问题袁提倡不同角色的学习者在不同情境

中反复交换见解尧深度对话袁超越彼此的对立袁以发挥

个体的能动性遥

渊二冤野螺旋式冶周期的应用建议

1. 专注于在线学习体验的野过程冶发生

以往的在线教育偏向于结果的产出袁而忽视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的集体参与尧 合作探究与对话交互袁

这些过程的缺失难以使学习者产生良好的学习体验

和自发性的反思遥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重在促

进学习者合作尧对话尧意义建构与反思的四个核心野过

程冶的发生遥需要说明的是袁虽然野反思冶往往出现在一

个学习阶段的后期袁但由于学习者不同的学习体验与

经验背景袁合作尧对话尧意义建构与反思四个过程袁在

任何学习阶段的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袁也可以在相

互作用中同时发生遥

2. 将野目标冶与野评估冶贯穿周期始终

野目标冶引领着一个学习周期的前进方向遥随着学

习的推进袁学习经验的积累袁学习目标也在发生着阶

段性的变化遥 在线学习是一个多野声冶对话的世界袁如

何把握学习目标不会偏离航线袁需要在不同的学习阶

段进行科学尧及时的学习评估遥 学习者是在线野评估冶

的主体袁 通过在线学习行为数据来评估学生行为表

现袁把握学生学习情况遥 依据评估结果袁发现问题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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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piral" Cycle of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WANG Fan, ZHANG Di, LIU Hui, MIAO Jingjing

(School of Smart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online education, but mo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lacking an in -depth

到出现问题的环节袁采取适切的措施袁对学习过程及

时调整与改进袁促进学习目标的回归与达成遥

六尧结 语

在线学习体验野螺旋式冶周期养成是在正确的学

习目标与科学的评估牵引下的群体合作尧 深度对话尧

知识建构和自我反思四阶段过程袁能启发教育者追踪

学习者的学习历程袁引发充满活力与个性的学习体验

式教与学遥 以圆为基础的螺旋周期不是单纯的野平面

循环冶袁而是一个持续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遥每个体验周

期发生的时间不同袁 此刻的体验与先前体验也不一

样袁所有的体验学习都是全新的学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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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t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discovers a "spiral" cycle patt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seven-year-long "Taizhou Shi Shuo" large-scale online

course for teachers. Each cycle consists of four stages of cooperation, dialogue, knowledge and reflection,

forming a core circle of experience, which is drawn up by goals and evaluation "spirall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iscourse typ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network analysis are used to mine seven years' data to

expla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cycle.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density of group network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forms of active cooperation are diversified; the

type of dialogue has changed from the conversational to the instructional; the type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re have tended to be balanced; self -reflec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moting in -depth thinking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suggestions of the "spiral" cycle.

[Keywords]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piral; Cycle; Core Circle

an important means of online learning and blended learning,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learning

resources for learners. Social interac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video course

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learning in

video courses based on social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video courses. This study

analyzes differences in learners' visual atten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peers of different levels through eye-tracking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earners interacting

with high -level peers (upward comparison) have significantly longer total fixation tim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an learners interacting with moderate-level peers (parallel comparison) and low-level peers

(downward comparison). The abo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pward comparison not only facilitate the learners'

engagement with the attentional resources of the video course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video courses should be designed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learners to interact with high-level peer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Keywords] Video Course;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Comparison; Visual Atten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surgical efficiency are explored in VR learn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GOALS evaluation framework.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force feedback interactive learning can positively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surgical skills.

Combined with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and subjects, the research enlightenment is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R intelligent medical education.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Virtual Surgery; Skill Acquisition; Force Feedback Interaction; Intelligent

Medic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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