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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学习支架促进学生问题生成与认知水平提升

刘清堂 1袁 常瑀倍 1袁 吴林静 1袁 王春华 2

渊1.华中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教育学部袁 湖北 武汉 430079曰
2.黄淮学院 动画学院袁 河南 驻马店 463000冤

[摘 要] 问题生成是一种生成性学习行为袁有助于学习者外化知识并触发深层次认知的发生袁客观反映学习者的认

知水平及高阶学习能力遥 目前袁对于如何促进学习者主动思考袁生成问题并解释问题等课前主动学习的研究不足遥 研究

以 38名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袁设计并实施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的课前学习支架遥 基于学习者课前学习反

馈单中的生成性文本数据袁采用内容分析尧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认知网络分析的方法从阶段性发展的角度探究课前学习

支架对学习者问题生成和认知水平的提升作用遥 研究发现袁在课程教学阶段性动态发展过程中袁高阶生成性问题逐渐增

多袁学习者观点认知水平向解释观点和细化观点的深层认知发展袁表明课前学习支架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与认知水平

的提升遥 此外袁高阶生成性问题及其所触发的深层观点认知水平相互联结协同促进学习者课前深层次学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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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线上与线下互补融合的混合式学习已成为高等

教育的教学常态袁课前尧课中与课后是混合式教学的
主要教学过程遥学习者是掌控自己课前在线学习的主
体袁学习者有目的地选择知识袁并进行个体知识建构遥
然而袁 目前课前在线学习中依旧存在学习投入度低尧
互动不及时尧缺乏深入思考尧学习效果差等不利于学
习者主动深入学习的问题遥促进和提升学习者学习的
两种途径分别是改善教学方法或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袁
有意义的学习取决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主动的认

知加工策略遥 根据生成学习理论袁学习是一种意义创
造并构建新的认知结构的活动遥学习者通过与学习材
料尧 知识经验的主动建构实现同化学习和适应性学
习遥 因此袁教师应考虑如何影响学习者在课前学习中
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袁应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将已有

知识与学习材料联系起来袁进而构建自我知识体系遥
学习者在面对复杂课前学习材料时袁 需要投入较

高的认知努力和精力且容易产生较高的认知负荷遥 支
架作为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认知干预措施袁 能够改
善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及学习体验袁 提升学习主动性[1]遥
Ke等人的研究表明袁设计多样化在线讨论活动及任务
支架袁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袁有利于促进学习者在
线学习的投入度[2]遥 有研究进一步表明袁在学习者掌握
基础知识内容后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支架袁 能够帮助
学习者积极思考所学知识中已知和未知的内容袁 进行
批判性思考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3]遥因此袁学习者
应用课前学习支架所产生的系列生成性问题反映课前

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认知和元认知策略的调动袁 有助于
知识的内化及深度思考的发生遥 现有支架学习策略的
研究更多地关注学习支架的构建策略尧教学策略的设
计以及支架式教学资源的开发[4]袁且对学习支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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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分析更多是结果性评价袁缺乏从动态过程的视
角评估课前学习支架应用的认知效果遥 因此袁研究拟
设计并应用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的课前学习支架袁并
收集学习者课前学习的过程性文本数据袁从问题类型
和观点认知水平两个维度分析阶段性动态学习过程

中课前学习支架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的认知效果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生成性问题及策略
生成性问题是学习者围绕相关学习内容袁监控和

评估知识理解和掌握水平而提出的系列问题遥学习者
生成性问题主要发生于课堂教学互动和学习者自我

提问两种情境下袁目前袁关于学习者生成性问题的大
多数研究聚焦于关注课堂教学互动中的提问[5]遥 但在
课前学习情境下袁 生成性问题能够帮助学习者关注
重尧难点内容袁有助于学习者加深对学习材料的理解袁
并对所输入的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和反思袁建立新旧知
识之间的联系[6]遥同时袁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反映自我认
知需求袁增加个人对学习主题的信心程度袁并积极投
入到课堂问题解决的学习活动中遥生成性问题的增加
和个体知识建构所产生的雪球会导致良性循环袁促进
学习者提出高质量问题袁重构个体认知结构袁实现观
点的改进与升华[7]遥
问题生成作为一种主动学习行为袁能客观反映学

习者的认知水平及高阶学习能力袁直接影响课前预习
质量遥已有的课前学习多集中在听讲尧阅读尧观看视频
等被动学习行为袁而对于促进学习者主动思考袁进而
提出问题尧解释观点等主动学习开展不足遥因此袁需设
计促进学习者主动生成性学习的课前学习支架袁并从
课程学习的阶段性动态过程出发评价支架应用的认知

效果遥 现有研究大多从学习者掌握内容的认知复杂性
方面评价学习效果袁 如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尧
Biggs的 SOLO结构模型和韦伯的知识深度模型等[8-10]遥
学习者课前学习具有不可见性袁 学习者生成性问题是
观点发展的源头袁 学习者课前学习中生成性问题会影
响学习者的思维结构和认知水平袁诱发学习者阐释个
人观点遥 因此袁需要引导学习者以问题的形式外化课
前学习认知效果和学习需求袁从生成性问题类型及所
触发观点的认知水平评价学习者课前学习认知效果遥

渊二冤学习支架及其应用
支架的概念源自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袁

是对学习者学习过程的支持袁以实现最近发展区内的
知识和能力发展遥 支架式教学通常将提示内容尧学习
材料和学习任务等进行系统整合袁 为学习者提供优化

学习过程和体验的学习支架遥根据支架的功能与作用袁
通常将支架分为概念性支架尧策略型支架尧元认知支架
和动机支架[11]遥 而依据支架的表现形式袁支架包括问题
提示尧反馈尧概念图尧流程图和范例等遥 此外袁支架应用
具有目的性尧情境化和综合性的特征袁研究者在不同教
学情境中设计并应用各类学习支架遥 冯晓英以探究社
区理论为基础袁 针对混合式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设计
不同强度的认知临场感尧 教学临场感和社会临场感支
架[12]遥 在翻转课堂情境下袁朱龙等构建课前尧课中和课
后三阶段的问题支架[13]遥 在协作项目式学习活动中袁李
梅等设计基于技术工具的结构化尧模型化尧问题化和知
识化静态学习支架袁其中袁问题化支架的设计在于引导
学习者反思袁外化学习中存在的问题[14]遥 综上所述袁学
习支架的选择尧设计和应用与学习情境密切相关遥

课前学习活动通常包括观看学习视频尧参与论坛
主题讨论尧阅读拓展资源等[15]遥 课前学习活动的有效
开展是师生深度学习的前提和基础袁并影响最终的学
习成效遥学习者可以将课前所学知识应用到课堂学习
活动中袁发现现有知识的差距和空缺袁在课堂互动中
主动建构知识袁形成更准确尧全面和系统的认知图式袁
从而优化学习效果[16]遥 学习者在课前情境下的学习是
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的持续关注点袁目前仍存在认知
负荷高袁教学存在缺乏尧认知投入低等系列问题遥支架
作为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由教师提供的暂时性支持与

帮助袁可以引导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学习袁建构自我知
识体系袁跨越野最近发展区冶袁突破课前学习中存在的
问题遥因此袁应将学习支架融入课前学习活动中袁帮助
学习者获取知识的同时聚焦课前学习问题袁主动表达
和解释想法遥

渊三冤面向问题生成的支架策略研究
支架式学习有助于学习者计划尧监督尧反思和评

估课前学习情况袁提出课前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
相关学习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遥应用支架学习策略能
够帮助学习者产生高质量的生成性问题[17]袁构建知识
间的关联关系袁进行深入对话与反思袁构建个人及集
体知识遥 概念图是表征概念知识结构的可视化认知
工具[18]袁在概念图工具的支持下袁学习者通过反思性
思维建构个体知识[19]遥 刘哲雨等以概念图的形式为
学习者提供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和引导性计划

调节学习支架 [20]袁通过优化自主性计划调节的概念
图支架来帮助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尧 任务和规划学
习路径与方法袁逐步实现深度学习目标遥 问题提示作
为一种元认知支架袁 在提高知识建构质量的同时袁也
能够帮助学习者评价已知和未知内容袁计划如何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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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学习目标[21-22]遥 如杨玉芹借助知识论坛和知识建构
分析系统可视化学习结果为学习者提供关键问题提

示袁 鼓励学习者发表问题并解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袁
进行反思性分析与评价[23]遥 因此袁课前学习支架需要
整合概念图尧问题提示等学习支架袁引导学习者从听
和看的习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参与式学习袁激发学习
者学习兴趣袁明确学习目标和方向袁反思学习中的难
点尧疑点及进一步的学习需求[24]遥 研究据此设计学习
任务支架和学习反馈支架支持学习者课前学习遥 首
先袁学习任务支架整合学习目标尧资源和学习指南袁辅
助学习者明确应用学习资源时的具体任务目标和学

习方法[25]遥 其次袁将问题提示融入学习反馈支架当中袁
学习者可以将自己课前所学尧所思和所需记录下来 袁
如总结课前学习内容尧借助思维导图构建知识间的关
联关系尧反思课前学习所存在的疑惑尧明确学习需求
等遥 在学习任务及学习反馈支架的双向作用下袁学习
者提出新问题并表达观点遥

研究在应用课前学习支架的同时捕捉学习者生

成性学习中所提出的问题及问题解释的过程性文本

数据袁通过分析学习者生成性问题的类型及问题解释
的观点认知水平评价课前学习支架促进学习者问题

生成的认知效果遥 从课程学习的阶段性动态过程来
看袁提出以下研究问题院渊1冤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呈现怎
样的分布特征曰渊2冤 学习者观点认知水平呈现怎样的
分布特征曰渊3冤 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及观点认知水平呈
现怎样的变化特征曰渊4冤 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及观点认
知水平存在怎样的差异遥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课前学习支架设计
教师作为学习者认知和元认知理解过程的促进

者袁 应思考如何引导学习者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任务袁
应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将已有知识与学习材料联系起

来袁以构建自我知识体系遥学习支架通常为导学案尧知
识清单尧问题提示等袁目的是为课前学习提供资源支
持和学习帮助袁 引导学习者建构新旧知识间的联系袁
外显知识结构尧学习问题和学习需求遥据此袁设计学习
任务单和学习反馈单双向交互的课前学习支架来支

持学习者开展课前学习活动渊如图 1所示冤遥学习任务
单的作用在于告知学习者学习目标袁提供多样化学习
资源及课前学习指导袁包括学习目标引领尧学习资源
推荐尧学习路径引导尧学习活动预告等模块遥学习反馈
单以促进学习者整合式尧总结式和生成性学习为目标
进行设计袁提供知识结构可视化工具与策略支持学习

者进行概念图的整合式学习袁通过认知性问题提示与
反思性问题提示引导学习者进行总结和自我解释的

生成性学习袁学习任务单和学习反馈单课前学习支架
的交互作用加强学习者对课前学习材料的加工以及

生成性知识的组织尧整合与外化遥

图 1 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的课前学习支架设计

渊二冤课前学习实施过程
本研究在华中某高校教育技术学专业课程的混

合式教学活动中开展遥 研究对象为 38名教育技术学
专业本科生袁其中袁男生 11人袁女生 27人袁他们在其
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已有混合式学习经验并具备课

前在线自主学习能力遥
课程内容包括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基础尧教

学模式尧资源设计与开发尧评价尧新发展和案例研习等
12个教学主题遥 研究者邀请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课题
组三位专业教师划分课程教学阶段遥 三位教师经过反
复商讨和修订将本课程划分为前期理论探究尧 中期技
术应用和后期整合迁移三个阶段遥 在课程开始前为学
习者介绍课前学习支架内容尧作用与使用方法袁并在每
章节课前学习中为学习者提供定制化课前学习支架袁
并根据学习者课前学习反馈内容设计课堂教学活动遥

渊三冤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研究者主要采集学习者每章节课前学习反馈单

的文本数据袁包括学习者所生成的若干问题及针对相
应问题的观点表述遥生成性问题是学习者在给定的学
习情境中发现尧生成和表述问题而产生的袁其与学习
者课前知识接收与内化密切相关袁而知识是教学和评
估的中心遥 因此袁研究者借鉴 Mayer在叶应用学习科
学曳中所划分的知识类型确定本研究中问题类型的编
码框架[26]遥 针对生成性问题的观点认知水平编码参考
欧阳璠等对知识建构笔记迭代开放编码形成的认知

投入编码框架[22]袁从浅层到深层依次包括信息分享尧
提出观点尧解释观点和细化观点四个层次遥 具体编码
维度尧编码规则描述见表 1遥

渊四冤数据处理与分析
研究收集学习者在三个教学阶段渊12个章节冤的

61



电化教育研究

课前学习反馈单数据袁首先袁将所有数据按照课程章
节尧学习者 ID的顺序整理到 Excel表格中曰其次袁识
别学习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各问题下学习者所发表

的观点袁并依据内容意义划分单元袁共形成 477个编
码单元遥 然后袁两位研究人员依据编码表进行背对背
人工编码袁编码示例见表 2遥 编码完成后袁对编码结果
进行一致性比较袁 初步编码一致性系数大于 0.8
渊Cohen's Kappa=0.84冤遥 两位研究人员针对不一致编
码结果进行讨论袁 共同商讨确定最终编码类别遥 最
后袁 所有数据转化为认知网络分析所要求的数据格
式 袁 采用在线认知网络分析工具 渊https院//www.
epistemicnetwork.org/冤进行数据分析遥

四尧数据分析结果

渊一冤学习支架支持的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分布特征
通过对课程不同阶段中学习者课前学习中的生

成性问题类型进行编码分析袁 得到各生成性问题类
型分布表渊见表 3冤遥 可以发现袁学习者在课程不同阶
段中各类型问题所占比例不同遥 在前期和中期中袁事
实型问题渊F冤和解释型问题渊E冤所占比例最高曰而后期
中袁解释型问题渊E冤和过程型问题渊P冤所占比例最高遥
从整体来看袁解释型问题渊E冤所占比例最高袁其次为事
实型问题渊F冤遥 从整体和局部层面而言袁创造型问题
渊C冤所占比例最低遥 由桑基图可视化结果渊如图 2所

示冤可以发现袁课程前期生成性问题的数量最多袁而中
期和后期生成性问题数量相当遥 此外袁随着课程的不
断开展袁事实型问题渊F冤的数量逐渐减少袁解释型问题
渊E冤的数量呈现略微的增加袁过程型问题渊P冤的数量出
现轻微减少袁创造型问题渊C冤出现先减少后增加的变
化遥总之袁随着课程的不断开展袁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出
现从低阶问题向高阶问题发展的趋势遥

表 3 学习者生成性问题类型统计分布表

图 2 各阶段生成性问题桑基图

渊二冤学习支架支持的学习者认知水平分布特征
通过对课程不同阶段中学习者观点认知水平进

前期 30.51% 38.98% 20.90% 9.60%
中期 25.49% 49.67% 19.61% 5.23%
后期 11.56% 59.18% 19.73% 9.52%
总计 23.06% 48.64% 20.13% 8.18%

不同阶段

生成性问题类型

事实型

问题渊F冤
解释型

问题渊E冤
过程型

问题渊P冤
创造型

问题渊C冤

ID 课程章节 课程阶段 编码内容 问题类型 观点认知水平

S08 第 4章 前期

基于多媒体教室环境尧基于多媒体网络教室环境尧基于交互式电子白板
环境下的多媒体课件除了硬件不同外袁还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袁分别适用
于什么样的教学内容

E PP

S03 第 7章 中期
我觉得现有的教育资源库有很多问题袁如不能及时更新尧资源不开放等遥
如何能让教育资源库实现真正的共享呢

P PEX

S15 第 12章 后期

我看到一师一优课上面的许多课程袁 其实没有很好地利用信息技术袁都
是在传统课堂的框架上进行改进袁使用讲授式的学习方法遥 这是因为低
年级学习者的自制力不够袁不适合自主学习袁还是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或
学校的信息化程度不高导致的呢

C PEX

表 2 生成性问题类型及观点认知水平编码示例

维度 类别 编码 描述

问题类型

事实型问题 F 指向事实型知识袁能够用课程中概念或术语来解决的野是何冶的问题
解释型问题 E 指向原理尧法则尧逻辑而提出的开放性问题袁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论证的野为何冶的问题
过程型问题 P 指向方法尧步骤和策略袁实现某个学习目标应该采取的方法和策略的野如何冶问题
创造型问题 C 指向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袁需要个体对知识作辩证性和批判性思考的野若何冶问题

观点认知水平

信息分享 IS 学习者分享课本尧文献等课前学习资源中他人的观点
提出观点 PP 学习者提出个人观点或看法但没有对观点做进一步的解释

解释观点 PEX 学习者提出个人观点或看法并进行基本的描述和解释

细化观点 PEL 学习者详细阐述个人观点和看法并详细阐述证据和理由

表 1 生成性问题类型及观点认知水平编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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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阶段认知网络结构差异性分析

前期 61.71% 24.57% 4.57% 9.14%
中期 48.37% 21.57% 16.99% 13.07%
后期 33.33% 23.13% 23.13% 20.41%
总计 48.63% 23.16% 14.32% 13.89%

不同阶段

观点认知水平

信息分享

渊IS冤
提出观点

渊PP冤
解释观点

渊PEX冤
细化观点

渊PEL冤

行编码分析袁得到观点认知水平分布表渊见表 4冤遥 可
以发现袁各类观点认知呈现较为一致的特征遥 从课程
三个不同阶段及整体分布结果来看袁学习者信息分享
渊IS冤所占比例最高袁细化观点渊PEL冤所占比例最低遥由
观点认知水平桑基图可视化结果渊如图 3所示冤可以
发现袁 生成性问题视域下各阶段观点数量较为均衡遥
随着课程不断开展袁信息分享渊IS冤认知水平逐渐减
少袁提出观点渊PP冤认知水平呈现均衡发展袁解释观点
渊PEX冤和细化观点渊PEL冤认知水平逐步增加遥 由此可
见袁随着课程的不断开展袁生成性问题下学习者观点
认知水平表现出从浅层到深层的发展趋势遥

表 4 学习者观点认知水平统计分布表

图 3 各阶段观点认知水平桑基图

渊三冤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及认知水平的阶段性变
化特征分析

结合图 4所示各阶段网络质心的位置袁 可以发
现袁课程前期理论探究尧中期技术应用认知网络质心
位于 Y周右侧袁而后期整合迁移的认知网络质心位于
Y轴左侧遥从各阶段认知网络结构图中各节点要素的
位置可以看出袁信息分享渊IS冤尧提出观点渊PP冤和事实
型问题渊F冤等浅层认知要素分布于 Y轴右侧袁而解释
观点渊PEX冤尧细化观点渊PEL冤和创造型问题渊C冤等深层

认知要素分布于 Y轴左侧遥各阶段认知网络质心沿 X
轴从右至左迁移渊如图 4所示冤袁具有明显的从浅层认
知到深层认知发展的轨迹遥

在课程前期理论探究阶段袁信息分享渊IS冤尧事实
型问题渊F冤尧提出观点渊PP冤尧解释型问题渊E冤之间存在
强连接遥 在课程中期技术应用阶段袁在保持前期理论
探究阶段各个强连接的同时袁 也呈现出解释观点
渊PEX冤与其余节点之间的连接遥 在课程后期整合迁移
阶段袁信息分享渊IS冤尧事实型问题渊F冤尧提出观点渊PP冤尧
解释型问题渊E冤之间连接强度减弱袁解释型问题渊E冤尧
过程型问题渊P冤尧解释观点渊PEX冤尧细化观点渊PEL冤之
间的连接变强袁网络整体结构向左侧偏移遥

图 4 各阶段认知网络结构及其质心的发展轨迹

渊四冤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及认知水平的阶段性差
异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各阶段认知网络之间的差异袁分别
绘制两两阶段之间的差异网络渊如图 5所示冤遥 首先袁
从前期理论探究和中期技术应用阶段认知网络差异

性分析结果可得袁学习者在前期理论探究中倾向于对
事实型问题和创造型问题进行信息分享渊F要IS袁C要
IS冤袁而在中期技术应用阶段袁学习者倾向于针对解释
型和过程型问题阐释自我观点渊E要PEX袁P要PEX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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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从前期理论探究和后期整合迁移阶段认知网络
差异性分析结果可得袁学习者表现出对事实型问题进
行信息的分享渊F要IS冤袁有更多信息分享和提出观点
的连接渊IS要PP冤遥 而在后期整合迁移阶段袁学习者倾
向于对解释型问题阐述和细化自我观点渊E要PEX袁
E要PEL冤袁此外袁信息分享尧提出观点等浅层认知与解
释观点和细化观点等深层认知之间出现较强连接

渊IS要PEX袁PP要PEX袁PP要PEL冤遥 最后袁从中期技术应
用和后期整合迁移认知网络差异性分析结果可以发

现袁后期整合迁移阶段认知网络更偏向于左侧元素的
连接袁 如针对解释型问题阐述和细化观点渊E要PEX袁
E要PEL冤袁而中期技术应用阶段认知网络偏向于右下
侧元素的连接袁主要表现为围绕事实型问题分享信息
和提出观点渊F要IS袁F要PP冤遥
从认知网络分析结果发现袁在课前学习支架的应

用中袁学习者生成性问题从右下侧事实型问题向左侧
解释型和创造型问题变化袁针对生成性问题的观点认
知水平也呈现前期信息分享尧中期提出观点和解释观
点尧后期解释观点和细化观点的差异性结果遥 总体来
讲袁生成性问题和观点认知水平相互联结和协同促进
认知网络从右侧浅层认知到左侧深层认知发展遥

五尧结果分析与讨论

渊一冤课前学习支架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
从课程的阶段性动态过程来看袁学习者生成性问

题呈现向高阶问题发展的趋势遥课程前期理论探究阶
段主要为事实型问题袁表现为针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的理论尧内涵的思考曰而课程中期技术应用和后期整
合迁移阶段主要为解释型问题袁 学习者更多地针对技
术应用方法尧流程及原因进行剖析袁进而产生需要进一
步解释的为何类问题遥在课程三个阶段中袁学习者高阶
创造型问题先减少后增加袁 解释型问题所占比例不断
增加遥 这可能是因为课前学习支架中反思性问题提示
引导学习者整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知识袁 在建立知识内
容间联系的同时激发个体认知冲突袁 析出需要进一步
明晰的解释型问题袁 并从批判性角度深度思考而产生
创造型问题遥 正如 Belland的观点袁当学习者根据课前
学习支架的提示提出问题并自我解释袁 参与个体认知
图式建构时袁认知责任主体就转移到学习者[27]遥 在课
前学习支架的作用和帮助下袁 学习者对学习材料进
行精细信息加工并监控调节学习过程袁在产生认知空
缺或认知矛盾的内在冲突中析出生成性问题[28]遥

渊二冤课前学习支架助力深层认知发展
从课程的阶段性动态过程来看袁学习者观点认知

水平从浅层信息分享和提出观点向解释观点和细化

观点的深层认知发展遥 信息分享所占比例逐渐减少袁
解释观点和细化观点的深层认知不断增加遥课前学习
中的知识结构可视化支架引导学习者以应用概念图

梳理知识结构袁聚焦于对知识内容关联性和差异性的
深度理解遥 在此基础上袁反思性问题提示支架引导学
习者对所学内容进行自我解释[29]袁监控和调节自我学
习袁为学习者创造深层次思考的机会袁进而阐释和细
化个人观点遥这与刘清堂等人关于学习日志反思支架
有助于学习者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和持久深度学习的

研究发现一致[30]遥 综合来看袁学习者持续性地基于课
前学习支架开展整合性和反思性的生成性课前学习

活动有助于学习者的深层次学习遥
渊三冤深层次生成性问题与深度认知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

根据各个学习阶段认知网络质心位置尧节点及认
知网络结果可以看出袁学习者生成性问题前期集中于
事实型问题袁之后逐步向解释型和创造型问题等高阶
问题发展遥并且袁在生成性问题的引导下袁学习者观点
认知水平逐渐从低认知层次的信息分享和提出观点

向解释观点和细化观点的更为高阶的深度学习发展遥
在课程前期和中期袁学习者深度学习呈现较多事实型
问题和信息分享的共现关系袁而课程后期整合迁移阶
段袁学习者在解释型问题与解释和细化观点上有更强
联系袁并且各认知节点与解释观点和细化观点的联系
有所增强遥 由此可见袁不同类型的生成性问题能够触
发不同认知水平的观点表达袁问题的产生促进学习者
个体主动思考尧知识建构和深度学习[10]遥 这与姚佳佳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袁即提问尧深层追问等认知行为
比回答尧评论等行为更能促进深度学习[31]遥 同样地袁
Koszalka 等在评价学习者课前参与协作异步在线讨
论活动的研究中发现袁 学习者能够批判地思考内容袁
并通过提问来构建深层次个人理解[32]遥 因此袁学习者
在课前学习中所提出的问题是观点发展的开端袁能够
激发学习者现有认知结构中的认知冲突袁触发学习者
个体观点的表达及主动学习的发生遥通过持续支持学
习者在课前学习中提出问题袁培养学习者问题意识和
素养袁能够促进学习者深层知识尧高阶思维能力和深
层次认知等深度学习的形成[33]遥

六尧结 语

研究设计课前学习支架并从阶段性动态学习过

程的角度探索所设计课前学习支架促进学习者问

题生成的认知效果袁研究结果表明袁课前学习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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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习者问题生成及深层认知发展袁且高阶生成
性问题促进学习者深层次认知观点的表达遥 研究建
议袁 教师要设计多元化课前学习支架并融入课前学
习活动中袁 促进学习者对学习内容和资源的深度思
考和加工并提出课前学习问题遥 并且袁将学习者生
成性问题作为施教的良好契机袁聚焦学习者个性化
需求袁设计课堂教学活动袁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相互

承接和有机融合遥 当然袁研究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遥
首先袁 未考虑学习者认知风格对支架应用效果的影
响袁那么袁在下一步研究中应综合考虑学习者个体特
征袁深入分析支架策略对不同类型学习者的影响机
制曰其次袁支架作为动态性学习支持袁应通过学习者
认知效果的分析进一步探究移除课前学习支架的

最佳时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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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 generation is a generative learning behavior, which helps learners to externalize
knowledge and trigger deeper cognition, and objectively reflects learners' cognitive level and higher-order
learning ability. Currently,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how to promote learners' active learning such
as active thinking, generating questions and explaining questions before class. 3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study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pre -class learning scaffold to promote learners' question generation. Based on the
generative text data from learners' pre -class learning feedback sheets, content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gnitive network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class learning
scaffolding on learners' question generation and cognitive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ge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course teaching, the higher-order generative
questions gradually increase, and learners develop deeper cognitive levels of explaining ideas and refining
ideas, which indicating that the pre -class learning scaffolding facilitates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ers'
question generation and cognitive levels. In addition, the higher-order generative questions and the deeper
cognitive ideas they trigger are interlinked to promote learners' deeper learning befor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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