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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袁在线学习已成为促进
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袁不仅体
现在有组织的教师研修项目中袁如近年来教育部在每
年寒暑假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的系

列在线研修项目袁 而且还出现在教师的自主学习中遥
在线学习为教师提供了时空便利尧缓解了工学矛盾尧增
加了学习机会袁但教师是被动学习还是主动学习袁在线
学习能否对课堂教学实践真正产生作用钥 这些关于教
师在线学习效果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遥 研究表明袁学习
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的学习投入[1]遥 本研究将
从靠谱 COP项目渊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袁简称野靠谱 COP冶冤中的一个在线专题课程学
习入手袁探索教师的在线学习认知投入情况及其与学
习绩效之间的关系袁以期为教师在线学习提供借鉴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学习投入研究
学习投入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遥学习

投入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付出的精力和努力程

度袁是衡量学习者学习过程质量的重要指标袁可以通
过学习者的行为尧认知尧情感尧社会交互等指标观察
测量[2-3]遥 近十年袁国外关于学习投入领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概念框架尧指标体系尧测量方法尧影响因素等方
面[4]袁国内许多研究者也在积极探索学习投入的特征
水平尧影响因素尧结构模型尧提升策略等遥

在由行为投入尧认知投入尧情感维度和社交投入组
成的学习投入中袁 认知投入是学习者有意义学习的先
决条件袁是联结另外三个维度的中介变量袁对学习质量
的影响较大袁 也是学习者学习由外部支持到实际行动
的内部转化过程[5]袁因此袁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遥 认
知投入指学习者经过深度思考后的认知表现袁强调学
习者的自我调节尧深度学习[4]遥 Lin等从学习策略应用
出发袁将认知投入分为无关型尧情感型尧直白型尧解释
型尧总结型尧评判型尧反思型尧指导型等 8种类型袁并采
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学习者在线学习认知投入情况[6]曰郭
利明等基于这种分析框架实现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

自动识别认知投入情况袁进而探索动态认知投入及其
对知识建构的影响[7]曰刘繁华等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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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理论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过程袁将认知投
入分为记忆尧理解尧应用尧分析尧评价尧创造[8]曰Atapattu
等人利用 ICAP框架和神经词嵌入技术进行认知投
入的自动分析[9]遥 研究表明袁认知投入与学习绩效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 深层认知投入更有助于提高
学习绩效[10-11]遥因此袁研究认知投入有助于为学习者提
供针对性的教学干预和过程性的学习支持袁进而提高
学习质量遥

渊二冤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理论
野ICAP学习方式分类学冶渊简称 野ICAP理论冶冤是

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季清华教授等人经过一

系列猜想尧 概念论证和实证研究后提出的一种带有
行为特征的认知参与理论[12]遥近年来袁ICAP理论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袁 研究者将其用于课堂学习活动设
计尧任务设计尧翻转课堂尧教学模式变革尧课堂诊断等袁
以期促进学习方式转变遥 ICAP理论根据学习者在学
习中呈现出的外显行为袁 将学习方式分为被动学习
渊Passive冤尧主动学习渊Active冤尧建构学习渊Constructive冤
和交互学习渊Interactive冤袁对应的知识变化过程分别
是储存尧整合尧推断尧协同推断袁产生的知识变化结
果分别是记忆尧应用尧迁移尧共创袁四种学习方式产
生的学习效果依次递增[12-13]遥 ICAP理论从可操作性
角度对认知参与活动进行了明确界定袁能够将学习
者的内部认知心理过程与可被直接观察到的外显

行为结合起来袁区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投
入程度袁因此袁为研究教师在线学习的认知投入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遥

渊三冤研究缝隙
现有关于学习投入或认知投入的研究袁基本是

以全日制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袁而很少对中小学教师
的认知投入进行研究遥 与大学生的学习不同的是袁
教师的学习是一种面向实践的学习袁学习的结果也
会体现在其教育教学实践中遥 对大学生的学习投入
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小学教师袁教师的认
知投入有哪些特点袁认知投入各维度之间具有怎样
的关系袁 教师的认知投入对课堂教学有没有影响钥
这些问题尚未解决袁 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研究缝隙袁
需要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遥 为此袁本文确定的核心
研究问题是院教师在线学习中认知投入的特征及其
与学习绩效之间的关系遥

三尧数据收集方法与分析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与样本
2024年 1月袁 北京市某地区靠谱 COP项目教师

以在线方式参加了笔者所在团队开发的叶问题化教学
方法与策略曳专题课程学习袁共 8节课袁每节课的视频
时长为 30~40分钟袁包括问题化教学的原理尧方法尧策
略尧工具及案例等内容遥学习期间袁教师需要每天自主
学习一节视频课程袁并发表学习观点袁与同伴尧专家交
流研讨曰教师需要完成 2份课程作业袁专家团队对作
业进行评价反馈曰教师在参加专题课程学习前和学习
后需要分别提交一节常态课教学实录视频袁以反映其
课堂教学改进情况遥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院第
一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 8个视频课程学习袁并参与
过在线交流研讨曰第二袁提交了 2023年 9要12月执教
的一节常态课教学实录视频曰 第三袁 提交了 2024年
3要6月执教的一节常态课教学实录视频遥 本研究将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 80 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与样
本遥 其中袁女教师 67人袁男教师 13人曰教龄小于 5年
的新手教师 31人袁教龄为 5~10年的胜任教师 21人袁
教龄大于 10年的成熟教师 28人曰语文教师 13人袁数
学教师 28人袁英语教师 19人袁科学教师 20人曰学段
全部为小学遥

渊二冤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1. 教师的认知投入数据
基于 ICAP 理论对教师在学习期间发表的 397

条有效的观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尧编码袁得到认知投
入数据袁 并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认知网络分析方法进
行相应的数据分析遥 对两位编码人员的编码结果进
行一致性检验袁Kappa系数为 0.885 渊Kappa>0.6冤袁有
较高的一致性遥

2. 教师的短期学习绩效数据
教师的短期学习绩效数据袁即教师在学习期间

的作业得分数据遥 由参与专题课程开发尧具有丰富
的中小学教学改进指导经验的 6 名专家根据评分
标准分别对教师的 2 份作业进行评价袁得到作业得
分数据遥

3. 教师的长期行为绩效数据
教师的长期行为绩效数据袁即教师通过学习后发

生的与课堂提问直接相关的教学行为改进数据遥课堂
教学实录视频主要采取线上收集的方法袁由教师自行
将教学实录视频上传到靠谱 COP平台袁通过 AI自动
分析技术与人工核验相结合的方式袁采用记号体系分
析方法将课堂教学视频这类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

构化数据袁获得课堂教学行为变量遥 其中与课堂提问
直接相关的教学行为包括教师提出的问题类型和教

师采取的回应方式[14-15]袁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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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投入类型 子维度 定义 示例 编码

被动型投入 接受
学习者从教学材料中获取信息袁
而不做任何与学习相关的事情

学习者学习课程视频袁不记笔记尧不分享打卡等 /

主动型投入

重复
学习者明确地复制尧 引用材料中
已有的内容

我知道了课堂中问题之间有着包含关系尧并列关系尧递进关
系尧延伸关系尧因果关系

2a

强调
学习者着重关注和强调材料中的

某一部分内容

在我的课堂上提问后学生沉默不语和喋喋不休的情况都出现

过袁通过学习我知道了不能只是简单否定噎噎
2b

总结
学习者通过对材料中的内容进行

重复或删除来作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袁我逐步理清了问题系统的四种类型及其各
自的优点

2c

建构型投入

提问
学习者基于自己的认知提出一个

新颖的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设计问题时噎噎怎样才能在科学课堂中提出
更多的能促使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好问题

3a

阐述
学习者通过举例等方式阐述材料

以外的建议尧解释或观点

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通过教师的提问发展思维袁同时也在
回答提问尧进行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促进语言能力的提升遥 例
如在 Health Food教学中袁教师通过追问Why噎噎

3b

创造
学习者根据材料内容创造尧 制作
出材料外的作品或画出概念图等

语文叶美丽的小兴安岭曳一课可以设计核心问题"如果你做小
导游袁你会推荐游客哪个季节去旅游并说明理由"袁问题指向
学习目标袁并且更具指向性噎噎

3c

交互型投入

支持 学习者赞同他人观点
您说的对浴 K渊Know冤 -W渊Want to Know冤 -L 渊Learned冤学生需
要课前完成一部分问题袁课后再完成一部分问题

4a

建立在他

人之上

学习者的观点建立在他人的观点

之上

是的耀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学情尧 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设计的
噎噎最后有个孩子主动提出了一个我正想提的问题噎噎

4b

辩护
学习者与他人辩论袁 并辩护自己
的观点

我不同意野基础生就只发展低阶思维袁学优生才需要发展高阶
思维冶遥 我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面对高认知水平的问题噎噎

4c

表 1 与课堂提问有关的教学行为分类及含义 渊三冤认知投入分析编码框架
ICAP理论适用于学习过程聚焦在学习者如何利

用材料进行学习的情境袁有利于研究者更好地判断和
评价学习者针对学习材料的认知投入情况袁 因此袁本
研究采用 ICAP理论作为认知投入分析编码框架袁将
认知投入分为被动型投入尧主动型投入尧建构型投入
和交互型投入袁见表 2遥 由于研究对象全部都进行了
被动学习袁因此袁不再对被动学习进行编码遥

四尧数据分析与讨论

渊一冤教师在线学习认知投入特征分析
1. 认知投入整体特征
教师在线学习认知投入中袁64.74%为主动型投

入袁29.72%为建构型投入袁5.54%为交互型投入袁 各子
维度的基本情况见表 3遥 均值最大的是主动型投入中
的野总结冶袁其次是建构型交互中的野阐述冶袁最小的是
交互型投入中的 野建立在他人之上冶袁 没有出现 野辩
护冶遥反映出教师的认知投入以主动型投入为主袁特别
是通过对材料中的内容进行选择尧重复或删除来作总
结袁使得原有认知结构更加完整或得到强化遥 王红梅
等人的研究表明袁 师范生在线学习进行作业和讨论
时袁更倾向于做总结[16]袁可见袁无论是职前还是职后学

教学行为 行为分类 行为含义

教师提出

的问题

类型

记忆性问题

与本节课的新知识学习密切相关

的学生已有知识尧 生活经验方面
的问题

推理性问题

能引起学生依据已有的知识或经

验袁经过思维加工袁推导出带有学
习者个性化特征的概念尧 判断或
推理的问题

创造性问题

围绕学生创造力的开发而设计的

问题袁 要求学生致力于原创性和
评价性思考袁 主要表现为要求学
生能作出预测袁解决实际问题

批判性问题
需要学生变换问题角度作深层次

思考或反思的问题

教师的

回应方式

简单肯定 告诉学生回答是对的

重复肯定
通过重复的方式告诉学生回答是

对的

提升肯定
对学生的回答内容和方法进行评

价尧概括和提炼
否定 告诉学生回答是错的

追问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继续提问

邀请学生评价
邀请其他学生对这位学生的回答

进行评价

表 2 认知投入编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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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主动型投入 建构型投入 交互型投入

重复 强调 总结 提问 阐述 创造 支持 建立在他人之上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2 3 8 3 7 2 3 2

均值 0.33 0.38 2.51 0.23 1.19 0.08 0.24 0.03

标准差 0.59 0.70 1.97 0.62 1.61 0.31 0.60 0.22

表 3 认知投入基本情况

习者袁都倾向于进行总结式主动学习遥 在建构型投入
中袁教师更倾向于通过举例等方式阐述材料以外的建
议尧解释或观点袁通过类比尧演绎等在新旧知识间建立
联结袁在迁移运用中产生新知识遥 在为数不多的交互
型投入中袁教师倾向于赞同其他学习者的观点袁或者
在此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观点袁在对话中整合他人的知
识袁但没有出现与其他学习者辩论或争论遥

2. 不同阶段的认知投入特征
根据教师在学习期间发表的观点数量分布情况袁

将教师的学习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院前期共发表
185条有效观点袁后期共发表 212条有效观点遥 两个
阶段的认知投入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遥

图 1 不同阶段的认知投入分布情况

学习前期袁主动型投入占比高达 77.84%曰到了后
期袁建构型投入明显增多袁占比为 39.62%袁交互型投
入也有所增加袁但占比仍然非常低遥 主动型投入的难
度不大袁 大多数教师从学习一开始就可以通过重复尧
强调或总结材料中的观点获取材料中的关键信息袁产
生主动型学习曰随着学习的深入袁教师对学习方式和
学习内容越来越熟悉袁开始通过提问尧结合举例阐述
甚至创造来开展建构型学习曰 交互型投入也逐渐增
多袁部分教师能在建构学习的基础上袁开始与其他学
习者进行交互袁对其他学习者的观点表示支持并发表
新的观点遥 因此袁为教师提供在线学习的助学支持服
务时袁建议从学习初期就为教师提供促进建构学习和
交互学习的学习支架尧工具等支持袁将更有利于提升
教师的认知投入水平遥

渊二冤教师在线学习认知投入的认知网络分析
认知网络分析可以对个体或群体的复杂认知网

络进行可视化表征袁直观地分析或对比不同的复杂认
知网络[17]遥 为进一步探究教师认知投入的认知网络发
展特征袁 以学习阶段和教师为单元进行认知网络分
析袁得到两个阶段的二维质心分布图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两个阶段的二维质心分布图

图 2中袁两个阶段教师分布投影到二维空间的散
点具有明显的差异遥对两个阶段平均网络的质心位置
进行 T检验袁两个阶段的认知网络在第一维度上存在
显著差异渊前期 =-0.13曰后期 =0.13曰 渊139.33冤=-
5.91曰 =0.00<0.05曰Cohen's d=0.94冤曰 而在第二维度上
没有差异遥 因此袁学习前期节点间的连接在横轴负方
向上更强袁而学习后期节点间的连接在横轴正方向上
更强遥

进一步分析两个阶段教师认知投入中各二级维

度之间的关系袁得到了两个阶段的认知网络图和叠减
图袁如图 3所示遥学习前期袁教师认知投入的最大节点
是野总结冶袁野总结冶与野重复冶野阐述冶野强调冶的连接性最
强袁连接系数分别是 0.29尧0.28尧0.26袁野总结冶与野提问冶
的连接系数是 0.15遥学习前期教师的认知投入出现了
以野总结冶为核心袁在主动型投入内部维度之间及主动
型投入与建构型投入之间较强连接的认知网络遥学习
后期袁教师认知投入的最大节点是野总结冶和野阐述冶袁
两者的连接性最强袁连接系数也是 0.28袁野强调冶与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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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a冤前期认知网络图 渊b冤后期认知网络图 渊c冤后期要前期叠减图

图 3 两个阶段的认知网络及叠减图

维度
主动型投入 建构型投入 交互型投入

重复 强调 总结 提问 阐述 创造 支持 建立在他人之上

短期学习绩效 -0.15 0.004 -0.051 0.198 0.327** 0.175 0.110 0.153

表 4 认知投入与短期学习绩效的相关关系

注院**在 0.01级别渊双尾冤袁相关性显著遥

结冶野阐述冶的连接系数均为 0.12遥 学习后期教师认知
投入呈现出野总结冶野阐述冶双核心袁并在两者的强连
接基础上袁三种认知投入类型之间的连接增多遥 野后
期要前期叠减图冶显示野阐述冶与野提问冶野创造冶野支
持冶之间的连接明显增强袁野总结冶与野强调冶野重复冶
野提问冶的连接明显减弱遥 从图 2也可以看到袁教师认
知投入的结构从第二尧三象限演化到第一尧四象限袁
而处于第一尧四象限的节点袁主要为建构型投入和交
互型投入遥 整个学习过程中袁野总结冶与野阐述冶是教师
认知投入中最主要的两种行为袁 且始终保持着强连
接袁随着学习的深入袁与野总结冶相关的连接逐渐减弱袁
而与野阐述冶相关的连接逐渐增强袁建构型投入与交互
型投入之间的连接更加丰富遥

渊三冤教师在线学习认知投入与学习绩效的关系
认知投入能够通过学习绩效来反映学习质量[8]遥

常用的柯氏评估模型将培训项目的评价分为四个层

次袁分别是反应层尧学习层尧行为层和结果层[18]遥本专题
课程学习期间袁主要通过参与度统计尧满意度调查进
行反应层评价袁 全部学完视频课程的教师超过 80%袁
教师的满意度为 97.51%曰将学习期间的 2次作业作为
学习层评价袁作业得分即为短期学习绩效曰将教师学
习前与学习后的课堂教学行为变化作为行为层评价袁
教学行为改进情况即为长期行为绩效曰 结果层需要考
察对教师所在学校的影响袁 而且通常需要经过更长的
周期才能产生效果袁本研究不涉及遥接下来分别探讨认
知投入与短期学习绩效尧长期行为绩效之间的关系遥

1. 认知投入与短期学习绩效的关系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袁得到教师认知投入与短期

学习绩效的相关关系袁见表 4遥
由表 4可以看出袁建构型投入与交互型投入与短

期学习绩效呈正相关袁其中袁野阐述冶与短期学习绩效
显著正相关遥当教师在学习中能结合具体例子进行解
释或阐述观点时袁意味着其真正消化尧理解了材料中
的内容袁能将材料中的内容与教育教学实践进行紧密
结合袁并进行了深入思考袁能够在作业中真正运用所
学内容袁因而取得的短期学习绩效相对较高遥 这与刘
繁华等人基于本科生开展的研究结论相似袁即野应用冶
与学习绩效显著正相关袁学习者越能将所学内容应用
到真实案例中袁越有助于提高学习绩效[8]遥这也启发我
们袁在为教师提供在线助学支持时袁需要通过支架等
方式诱发教师建立与教育教学具体实例的联结袁以促
进其真正理解课程内容遥

将仅达到主动型投入的教师作为浅层认知投入

组袁将达到建构型投入或交互型投入的教师作为深层
认知投入组袁经过独立样本 检验袁发现在 95%的置
信水平上袁深层认知投入组的短期学习绩效显著高于
浅层认知投入组渊 <0.01冤遥 这也进一步说明认知投入
水平的高低对短期学习绩效有显著影响遥

2. 认知投入与长期行为绩效的关系
教师学习的内容是否能够反映在其课堂教学行

为上袁 学习前后的教学行为变化是检验学习效果的
最重要指标遥 将学习前后两个学期与课堂提问有关
的课堂教学行为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袁发现院在
专题课程学习后袁课堂中教师提出的创造性问题尧批
判性问题尧对学生进行的重复肯定尧提升肯定尧追问
和邀请学生评价均高于专题课程学习前遥其中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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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创造性问题尧追问尧邀请学生评价均显著高于
专题课程学习前渊 <0.01冤袁教师提出的批判性问题
也显著高于专题课程学习前渊 <0.05冤曰教师提出的
记忆性问题尧推理性问题尧简单肯定和否定均低于专
题课程学习前袁其中袁教师提出的记忆性问题和简单
肯定均显著低于专题课程学习前渊 <0.01冤遥 这说明
经过专题课程学习后袁课堂发生了明显的正向改变袁
教师提出的低阶问题比例下降袁 提出的高阶问题比
例相应增多袁 教师能根据学生回答进行追问并邀请
学生评价袁促进学生的深度思考遥

将教师的认知投入与课堂教学行为改进之间进

行皮尔逊相关分析袁发现院认知投入总量与创造性问
题改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渊 =0.233袁 在 0.05级别相
关性显著冤袁其中袁主动型投入中的野强调冶与记忆性问
题改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渊 =0.234袁在 0.05级别相关
性显著冤曰交互型投入中的野支持冶与创造性问题改进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渊 =0.285袁 在 0.05级别相关性显
著冤袁 且与邀请学生评价增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渊 =
0.272袁在 0.05级别相关性显著冤遥 这说明教师在线学
习中能够着重关注和强调材料中的部分内容袁会减少
课堂中提出的记忆性问题遥 在交互型投入中袁能支持
其他学习者的观点袁 表明愿意与其他学习者交流互
动袁 这样的学习行为会增加课堂中提出的创造性问
题袁并且学生回答之后袁也更倾向于邀请其他学生进
行评价袁这也印证了野教师如何学习会反映在他如何
教学上遥 冶记忆性问题渊负向冤尧创造性问题渊正向冤是高
质量课堂教学的主要特征[19]袁教师的认知投入水平越
高袁越有利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改进遥

此外袁深层认知投入组的记忆性问题尧创造性问
题尧批判性问题尧重复肯定尧否定的改进情况均高于浅
层认知投入组袁经过独立样本 检验发现袁在 95%的
置信水平上袁 创造性问题改进具有显著差异 渊 <
0.05冤遥 进一步说明认知投入水平的高低对长期行为
绩效有显著影响遥

五尧研究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教师认知投入主要集中在主动型投入和建
构型投入

教师在线学习认知投入主要集中在主动型投入

和建构型投入袁交互型投入较少袁这与大学生的认知
投入特征基本一致[16袁20]遥 教师在线学习中最常出现的
认知投入行为是野总结冶和野阐述冶袁也经常会出现野重
复冶野强调冶野提问冶野创造冶和野支持冶曰但是野建立在他人
之上冶表达自己观点和野辩护冶等交互行为出现得非常

少袁缺少有分歧的观点和批判的声音 [21]袁反映出教师
在线学习中的认知投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遥从时间维
度来看袁前期以主动型投入为主曰后期建构型投入明
显增多袁交互型投入始终处在较低水平遥 主动型投入
是教师在线学习的基石袁强调对学习内容的加工与理
解袁体现了教师自我驱动尧积极探索的学习态度曰建构
型投入强调学习者通过整合新旧知识尧形成个人见解
来构建知识体系袁 体现了教师的深度思考与知识建
构曰交互型投入强调与其他学习者之间的观点交互与
批判修正袁体现了教师的深度学习和批判性思维遥 为
促进教师的交互型投入袁需要利用有效的引导机制增
强教师的交互意愿与能力袁鼓励教师之间进行深度对
话与论证建构遥

渊二冤教师认知投入呈现出以野总结要阐述冶为核
心的网络结构

野总结冶与野阐述冶作为教师认知投入的主要行为袁
紧密相连袁构成了一个稳固的核心遥 这一核心体现了
教师从学习材料中提炼关键信息袁并结合教育教学实
践进行个性化理解的学习过程袁反映出教师对知识客
观属性的重视遥知识的客观属性提供了理解和应用知
识所必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袁是教师构建和完善自身
认知结构的重要基础遥 随着学习的深入袁与野总结冶相
关的连接逐渐减弱袁而与野阐述冶相关的连接逐渐增
强袁这一变化标志着教师学习重心的转移遥 教师开始
更多地通过野阐述要提问冶和野阐述要支持冶的连接袁与
其他学习者进行深度互动袁 共同探索知识的边界袁推
动知识的网络化发展遥知识的网络属性在这一过程中
得到充分体现袁知识从精加工的符号化信息回归到人
类的全部智慧袁知识的形态从静态的线性知识演变为
动态的网络化知识[22]遥 教师开始充分利用在线学习的
便捷性袁通过寻径尧意会尧辨识和创生等认知活动袁与
学习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深度交互袁共同构建知
识网络袁实现基于创造的知识生长[23]遥 认知网络结构
的行为特征及发展演变不仅揭示了教师在知识吸收

与转化过程中的关键行为模式袁也体现了其认知结构
的动态性与复杂性遥

渊三冤教师认知投入对短期学习及长期行为绩效
均有重要影响

教师的认知投入对短期学习绩效和长期行为绩

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遥建构型投入和交互型投入均与
短期学习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遥 在建构型投入
中袁野阐述冶这一行为尤为突出袁它不仅是教师将新知
识内化并重新表述的过程袁更是促进深度理解的关键
环节遥 通过野阐述冶袁教师能够更有效地整合新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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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知识体系袁从而显著提升短期学习绩效遥 这一发
现强调了教师作为知识建构者的角色袁以及其在学习
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应用性遥 在长期行为绩效方面袁认
知投入与创造性问题的改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遥 在主动型投入中袁野强调冶行为有利于记忆性问题
的减少曰在交互投入型中袁野支持冶行为有利于创造性
问题和教师邀请学生评价行为的增多袁 凸显了认知投
入在促进教师知识迁移与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遥可见遥
教师认知投入不仅直接影响短期学习成效袁 更在长远
意义上塑造了教师的行为绩效遥 高认知投入的教师倾
向于对课程材料进行内容甄选尧评价与重新审视袁他们
不仅能够有效地联结新旧知识袁 还通过分享知识和观
点袁以互助的方式深化知识加工袁形成良性循环遥 这一
过程不仅促进了教师个人认知结构的优化袁也为课堂
教学实践的持续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渊四冤提升教师认知投入的策略建议
1. 设计指向高阶思维发展的学习任务以促进教

师的建构型投入

设计野构建开放型概念图冶学习任务袁让教师基于
课程学习材料袁 围绕课程或专家团队提出的焦点问
题袁建构性地生成新信息袁将所学知识从整合发展到
推断袁实现知识的迁移[24-25]遥

2. 提供交互支架和交互示范以促进教师的交互
型投入

设计需要多人协作方能完成的学习任务或设置

具有挑战性的辩论议题袁通过提供交互支架和交互示
范等支持袁 引发教师的智慧观点或社会认知冲突袁引
导教师在对课程知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创造

性思考和批判性思考袁与学习伙伴协同推断袁实现知

识共创遥
3. 利用认知投入中的关键行为以提升教师的学

习绩效

在认知投入的诸多二级维度中袁野强调冶野阐述冶与
野支持冶这三个关键行为与教师的学习绩效显著相关袁
因此袁要充分利用这三种关键行为遥 在开展助学支持
时袁通过向教师提问尧给教师做示范尧邀请教师参与互
动等方式加强对教师学习过程的指导与支持袁特别是
利用关键行为之间的连接关系设计相应对话支架袁促
使教师深入理解学习内容袁与教育教学实践案例建立
联结袁并积极在学习组织中进行观点表达袁让教师在
深度参与中得到发展袁提高绩效遥

六尧结 束 语

教师在线学习认知投入不仅关乎教师个人的学

习成效袁更是推动教育创新尧提升教师专业学习质量
的关键因素遥 教师在线学习中交互型投入不足袁可能
会导致教师缺乏持续学习的动力袁无法从社交支持中
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袁制约了教师发展的创新性和批
判性思维袁因此袁很难真正在其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创
新性和批判性思维遥提高教师在线学习的投入特别是
交互型投入是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教师专业学习提质

增效的重要一环遥未来袁还需要对教师更长周期尧融合
多种学习方式的在线学习认知投入进行动态分析袁也
需要纳入教师的行为投入尧情感投入和社交投入等进
行综合考量袁以探寻改善教师在线学习投入的方法路
径袁为丰富教师在线学习课程开发尧提升在线助学支
持服务尧 促进学习社区养成等提供更充分的依据袁真
正提升教师教育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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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ers'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Based on
ICAP Theory

ZHANG Minxia1, ZHANG Yan2

渊1.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2.Beijing Fangshan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Beijing 102401)

[Abstract] Learning engagement is a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learner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study took 80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in online thematic cour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nducted
content analysis and cognitive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ICAP theory,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test.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mainly focuses on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hich presents a network structure with "summary-elaboration" as the core and gradually
strengthened connections related to "elabora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both short-term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long-term behavioral perform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the evolution law of teachers' cognitive network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online learning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Learning Engagement; Cognitive Engagement; Online Learning; Teacher Learning; ICAP
Learning Style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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