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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探究社区渊Community of Inquiry冤框架是教育技
术学领域的重要话题[1]遥 认知临场感是探究社区框架
三大核心要素之一袁 指学生通过持续反思以及与他
人对话来构建意义的程度遥 认知临场感包括触发事
件尧探究尧整合与解决四个阶段[2]遥 触发事件是指吸引
学生注意使其投入学习的一个问题或任务曰 探究是
指学生寻找相关信息和资源袁 以回答触发事件中提
出的问题或解决任务的过程曰 整合是指学生将收集
到的信息和不同的观点进行整合和协调袁 形成对问
题的全面理解曰 解决是指学生在新情境中运用新习
得的知识[1-2]遥 认知临场感是评估学生认知发展水平
的重要指标袁 其四个阶段是否能顺利进行直接决定

深度有意义学习能否发生[3]遥 认知临场感的重点在于
通过批判性反思对话发展高阶思维[4]遥 然而袁学生认
知临场感从低阶水平渊触发事件与探究冤向高阶水平
渊整合与解决冤发展时面临困难[5]袁学生绝大多数认知
活动停留在低阶水平袁难以发展至整合或解决两个高
阶水平阶段[6-8]遥

认知临场感发展的关键在于袁学生需要通过参与
批判性反思对话袁对学习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袁并在
构建新知识的过程中提出问题 [9]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
渊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 GAI冤不仅能为学生
提供多种视角的观点袁支持学生对其提供的观点进行
批判性思考袁还支持学生提问与追问遥此外袁缺乏指导
是认知临场感停留在触发事件和探究两个低阶阶段

的主要原因[8]袁而 GAI能在识别学生思考的基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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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反馈指导遥 最后袁GAI能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
展[10]袁而批判性思维是认知临场感发展的核心要素[2]遥
因此袁本研究推测 GAI具备推动认知临场感从低阶阶
段向高阶阶段发展的可能遥 然而袁目前国内外鲜有研
究关注 GAI是否能促进学生认知临场感的发展遥 鉴
于此袁本研究首先将探讨 GAI能否有效促进在线协作
知识建构中认知临场感的整体发展袁旨在验证 GAI在
提升认知临场感方面的总体效果遥 如果 GAI能促进
认知临场感的整体发展袁接下来将深入探析 GAI支持
的在线协作知识建构中袁不同组学生认知临场感是否
存在差异遥 最后袁进一步探讨 GAI支持的在线协作知
识建构中认知临场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袁并对其进
行检验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认知临场感研究现状
认知临场感强调教师渊或任意学习者冤通过定义

问题或任务触发学生进入学习袁 学生在探究相关信
息或知识的基础上袁通过分析尧整合和理解不同观点
以确定问题解决方案[2]遥 认知临场感是一个动态过程袁
其四个阶段会反复出现袁并非线性发展[7]遥 然而袁研究
发现袁认知临场感难以过渡到整合或解决阶段 [8]袁学
生总是在探究向整合袁 以及整合向解决过渡时面临
困难 [11-12]遥 例如院Chen和 Cheng发现袁探究的比例最
高渊53.5%冤袁其次是整合渊28.9%冤尧触发事件渊11.2%冤
和解决渊1.1%冤 [13]曰Liu 等发现袁触发事件尧探究尧整合
与解决四个阶段所占比例分别为 13%尧40%尧24%及
6%[7]遥因此袁促进学生认知临场感发展是当务之急[13]遥
近些年袁 认知临场感促进策略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
热点[6袁9袁14-15]遥 例如院Al Mamun和Lawrie研究了支架支
持如何增强在线学习中学生与内容互动时的认知临

场感[9]曰Liu等则揭示了基于计算机的思维导图对认
知临场感的影响[14]遥

渊二冤GAI研究现状
随着 GAI技术的迅猛发展袁它已经具备了与人类

进行有意义多轮对话的能力[16]遥 GAI何以促进教育教
学受到了高度关注遥 例如院翟雪松等引入了逆向工程
教学思维袁分析了其在流程与机理上与 GAI的相契互
补性袁并开展了教学实验 [17]曰毛刚等研究了 GAI环境
下学生数字创作实践特征与学习体验袁发现 GAI创作
有助于激发学生更强的想象力尧 情感表达和视觉审美
能力[18]曰白雪梅等对 GAI何以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尧何
以赋能个性化学习与协作学习等进行了理论探讨[19]遥
此外袁GAI对于协作学习的支持是研究关注的重要话

题之一遥 例如院王春丽等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 GAI促
进创造性潜能的机理[20]曰郑兰琴等进行了基于 GAI的
对话机器人能否促进在线协作学习绩效的实证研究袁
发现基于 GAI的对话机器人在知识激活量尧 贡献度尧
在线协作学习绩效和批判性思维意识方面明显优于传

统媒体[10]遥 然而袁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 GAI对在线协
作知识建构中认知临场感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

因素遥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实验情境与工具
本研究在 S省某 211大学师范专业野教育技术应

用冶课程中开展袁研究对象为 42名本科生遥 研究使用
扣子平台袁该平台支持内容生成袁且能够针对学生的
学习和理解程度定制化提问袁 从而激发学生的思考遥
同时袁还能够给予及时反馈袁帮助学生纠正错误尧深化
理解袁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探索相关知识遥此外袁通过提
问支持多轮对话袁从而构建出更加贴近真实人际互动
的学习环境遥

渊二冤实验设计与流程
依据研究目的袁本研究共开展了两项实验遥 第一

项实验旨在考察 GAI是否能促进认知临场感的整体
发展袁并着重分析不同群体在认知临场感方面的表现
是否存在差异曰倘若存在上述差异袁则需要进一步探
究引发这些差异的潜在可能原因遥第二项实验旨在对
第一项实验发现的可能影响 GAI促进认知临场感发
展的因素进行检验遥

渊三冤数据分析方法与框架
研究采用认知网络分析法与滞后序列分析法分

析数据遥首先袁认知临场感触发事件与探究的二级维
度渊行为指标冤完全按照原始认知临场感编码框架[2]遥
原始认知临场感框架中的野解决冶强调学生使用建构
的知识解决实践问题袁 但这一过程往往较为复杂且
难以实现[2]遥因此袁一些研究者将野解决冶定义为野形成
问题解决方案冶[4]遥 结合已有相关研究[4袁21]袁本研究对
整合的最后一个指标野创建解决方案冶进行了调整袁
将其移动至野解决冶袁最终形成认知临场感编码框架袁
见表 1遥

四尧研究实施与研究发现

渊一冤实验 1及其研究发现
1. 实验实施
第一次实验前袁42名研究对象均无 GAI使用经

历袁研究者随机将他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袁学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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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人的小组为单位开展在线协作知识建构学习遥 实
验组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使用 GAI提供支持袁而
对照组则通过传统方法渊如检索百度尧查阅书籍和文
献等冤获取信息和支持遥此外袁实验组和对照组学习任
务和学习时长完全一致遥

2.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收集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线协作知识建构

过程中的小组对话数据袁以认知临场感编码框架渊见
表 1冤为指导袁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编码遥 首先袁四
位编码人员讨论了编码方案袁重点对认知临场感四个
阶段的范畴进行了讨论袁确保形成统一理解遥其次袁基
于认知临场感编码框架对四名研究人员进行编码训

练袁随机选取 50条学生对话数据进行预编码袁编码一
致性达到 0.85袁再完成剩余数据编码遥

在此基础上袁通过认知网络分析法袁分析实验组
与对照组认知临场感发展整体水平的差异袁探究 GAI
能否促进认知临场感整体发展水平遥 之后袁针对实验
组进行认知网络分析袁旨在探究 GAI支持的协作知识
建构中袁不同组认知临场感是否存在差异袁及其具体表
现遥最后袁通过追溯实验组的对话袁探究 GAI支持的协
作知识建构中袁认知临场感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遥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渊1冤GAI能促进认知临场感整体发展水平
实验组和对照组认知临场感认知网络分析结果

如图 1所示遥图中的线条和节点共同构成了学生认知
临场感发展的网络结构遥线条代表节点之间的共现关
系袁线条越粗袁表明两个节点之间的共现频率越高曰反
之袁则共现频率较低遥 节点则对应认知临场感各个要
素袁节点越大袁表示该要素在群体认知中的重要性越
显著遥从图 1渊c冤来看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X轴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渊 =2.81袁 =0.86袁 =0.01冤遥 实验组咱图 1渊a冤暂
在触发事件尧探究尧整合和解决四个阶段均表现出较

强的节点强度袁对照组咱图 1渊b冤暂在触发事件尧探究和
整合三个阶段表现出较强的节点强度遥从要素之间的
连接来看袁实验组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
以及野探究要解决冶上的连接较为紧密袁连接系数分别
为 0.27尧0.52和 0.50袁对照组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野探
究要整合冶和野探究要解决冶上的连接较为紧密袁连接
系数分别为 0.30尧0.60和 0.11遥

图 1 实验组与对照组认知临场感认知网络对比

可见袁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解
决阶段的节点强度和野探究要解决冶的连接强度上遥 在
节点强度方面袁 实验组在解决阶段的节点强度明显强
于对照组袁 这表明实验组在解决阶段的认知临场感表
现更为突出遥 已有大量研究发现袁认知临场感总是停
留在探究或整合阶段袁难以发展到解决阶段[6-8袁12-13]袁本
研究发现袁GAI可以有效促进认知临场感发展到解决
阶段遥首先袁在认知临场感的各个阶段袁丰富的信息至
关重要袁GAI为实验组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袁 而对
照组需查阅网络资源尧文献或书籍袁过程繁琐且耗时遥
GAI能快速定位与解决问题相关的信息袁并根据学生
的需求筛选出关键内容遥 相比之下袁对照组可能在大
量杂乱无章的信息中迷失方向袁难以精准获取有用信
息遥其次袁GAI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袁帮助学生打破常
规思维袁而对照组则依赖已有知识和思维模式袁容易
受限于固定思维遥 同时袁GAI通过提问和提供分析框
架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问题的逻辑关系袁从而更好地

认知临场感阶段 编码 二级维度 解释

触发事件
Te-Q 识别问题 提供背景信息袁最终以问题结束
Te-T 困惑感 提问袁或发言内容把讨论引到了一个新方向

探究

Ex-D 产生分歧 未经证实的矛盾袁或在单一消息中呈现了多种不同观点/主题
Ex-N 信息交换 个人叙述/描述/事实渊不作为支持结论的证据冤袁本质上是一个发散的信息交换过程
Ex-S 建议考虑 明确地将消息描述为探索遥 如野这正确吗钥 冶或野我说错了吗冶
Ex-B 头脑风暴 添加到已建立的观点袁但不系统地辩护/证明/发展
Ex-C 跳跃至结论 提出无根据的观点

整合

In-S 收敛院组员之间 引用先前消息后袁进行有根据的同意袁例如袁野我同意袁因为噎噎冶袁或补充他人观点
In-C 收敛院单一消息内 有根据的尧发展的尧可辩护的袁但仍是试探性的假设
In-Cs 连接观点袁综合 整合来自各种来源的信息袁如教科书尧文章尧个人经验

解决 Res 创建解决方案 明确将消息描述为解决方案

表 1 认知临场感编码框架

87



电化教育研究

解决问题袁对照组可能仅从表面分析信息袁难以深入
挖掘内在逻辑遥 最后袁GAI提供实时反馈袁帮助实验
组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策略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袁 纠正
错误并优化方案袁对照组主要依赖同伴反馈袁这可能
导致他们在错误的路径上进一步深入袁 从而不利于
问题解决遥
在连接强度方面袁实验组在野探究要解决冶的连接

强度高于对照组袁前者在野探究要解决冶的连接系数为
0.50袁而后者仅为 0.11遥 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发现
相似袁Liu等发现在思维导图的支持下袁学生认知临场
感在野探究要解决冶上具有较强的关联[14]遥 这说明实验
组在探究与解决之间的衔接越紧密袁能够更有效地将
探究阶段所获得的知识尧 思路等有效地用于问题解
决遥 野探究冶是学生对触发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尧挖掘各
种观点和信息的过程袁而野解决冶是达成结论或共识遥
实验组在野探究要解决冶环节的连接强度优于对照组袁
本研究认为这与 GAI支持的学习过程密切相关遥 首
先袁GAI的提问与追问机制袁 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
行全面深入的探索袁从而有助于问题解决遥 其次袁GAI
还能帮助学生对这些信息进行初步整合袁如按重要性
或相关性排序遥 进入解决阶段时袁这些经过整合的信
息能够被学生更高效地应用遥学生可以直接将合适的
信息纳入解决方案袁从而加强了野探究要解决冶的连接
强度遥 而对照组由于缺乏强大工具支持袁获取的信息
较为零散袁难以在解决阶段有效利用遥

渊2冤实验组学生认知临场感表现存在差异
为进一步比较实验组不同小组认知临场感差异袁

本研究利用 ENA绘制了认知网络结构图和减差图袁
结果如图 2所示遥从图中可知袁A组咱图 2渊a冤暂在野触发
事件要探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野探究要解决冶野整合要解
决冶和野触发事件要解决冶之间具有较强关联遥 B组咱图
2渊b冤暂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野探究要解
决冶和野整合要解决冶之间具有较强关联遥 C 组咱图 2
渊c冤暂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和野探究要解
决冶之间具有较强关联遥

A尧B尧C三组的共性表现为都在 野触发事件要探
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以及野探究要解决冶之间具有较强关
联遥然而袁从图 2渊d冤渊e冤渊f冤可知袁三组之间存在差异遥A
组在野触发事件要解决冶渊连接系数为 0.21冤和野整合要
解决冶渊连接系数为 0.25冤的连接强度高于 B和 C组袁
B组在野整合要解决冶渊连接系数为 0.13冤的连接强度
高于 C组遥 首先袁A组在野触发事件要解决冶的连接强
度高于 B尧C两组袁表明 A组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袁触发
事件与解决问题共现的频率最高遥 其次袁A组在 野整

合要解决冶的连接强度也高于 B尧C两组袁且 B组高于
C组遥这说明 A组认知临场感整合与解决的共线频率
最高袁其次是 B组袁C组最小遥这说明 A组在整合观点
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袁认知临场感从整合向问
题解决迈进的概率最大遥 B组在野整合要解决冶的连接
强度高于 C组袁这表明该组在整合信息与解决问题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能力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信
息梳理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袁并尝试将整合后的内
容与解决问题相联系遥 但可能在整合的全面性尧系统
性和深度方面仍不及 A组遥最后袁C组在野触发事件要
解决冶和野整合要解决冶的连接强度相对较低袁反映出
C组在从触发事件向解决过渡以及在整合观点与解
决问题的衔接方面存在困难遥

图 2 实验组不同组认知临场感认知网络结构图和减差图

为了探究 A尧B尧C三组认知临场感表现存在差异
的背后原因袁本研究借鉴 Ba等的研究袁通过对小组讨
论原始话语的追溯[22]袁发现 A组具有较强的共享元认
知能力袁B组次之袁C组最弱遥 共享元认知指成员对学
习过程有清晰的意识袁承担起对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和
管理的责任[3]遥举例而言袁A组在讨论信息化教学评价
相关内容时袁 成员 S提出院野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的
理解吗钥 冶这种追问方式有效地引导和监督了其他成
员参与讨论遥成员 J表示院野我觉得认识一个名词首先
要了解它的概念遥冶在成员 J的推动下袁小组成员先讨
论了信息化教学评价的概念和内涵袁 随后深入探讨
了方法尧策略与案例遥 在讨论信息化教学评价的优势
时袁成员 J提出利用学生学习数据进行评价袁且认为
这既是优势也是缺点遥 成员 T回应院野这个是缺点吗钥
我觉得数据能很直观准确地反映学生学习情况遥 冶这
些互动说明 A组具备较强的共享元认知能力遥B组在
讨论评价量规时袁有成员询问院野有没有量规的相关案
例啊袁概念还是有点难以理解遥 冶另有成员提出院野我们
大多都提到了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评价袁具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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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呢钥 冶野谁还有要补充的内容吗钥 冶这些话语体
现了 B组的共享元认知能力袁 但在引导和监控学习
过程的力度与深度上袁仍不及 A组遥 然而袁在对小组
讨论原始话语进行追溯的过程中袁 明显可以看出 C
组在整个讨论中极少有能够体现共享元认知的表

现袁 几乎很难发现 C组成员在对学习过程具备清晰
意识的基础上袁 对群体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的
情况遥 与 A组和 B组相比袁C组在共享元认知方面的
表现明显较弱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初步推测共享元认知能力是影
响 GAI支持的在线协作知识建构中认知临场感发展
的因素遥

渊二冤实验 2及其研究发现
1.实验实施
基于实验 1的研究发现袁实验 2旨在检验共享元

认知水平对 GAI支持下的在线协作知识建构中认知
临场感发展的影响遥 实验开始前袁研究者使用共享元
认知测量量表[23]对学生进行了前测袁并根据前测结果
将其分为高尧中尧低三个元认知能力水平组遥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袁所有被试的学习任务尧技术支持和学习时
长均保持一致遥

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收集了高尧中尧低三种不同共享元认知水平

学生袁第二次在线协作知识建构会话数据遥 数据编码方
案与实验一致袁不再赘述遥 随后袁采用认知网络分析法袁
深入探讨了不同共享元认知水平组在认知临场感方面

的差异遥此外袁通过滞后序列分析法袁进一步分析了不同
共享元认知水平组认知临场感的发展轨迹差异遥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渊1冤高尧中尧低共享元认知水平组认知临场感的认

知网络存在差异

图 3 不同元认知水平组学生认知临场感的认知网络质心图

首先袁 本研究绘制了不同共享元认知水平组学生
的认知网络结构图袁如图 3所示袁发现各小组学生认知
网络质心分别处于不同位置袁 表明不同小组认知临场
感的认知网络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遥其中袁高水平组和中

水平组在 X 轴上存在显著差异 渊 =-2.72袁 =1.71袁 =
0.03冤袁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在 X轴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渊 =-4.19袁 =2.58袁 =0.01冤袁中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在 X轴
上存在差异但不显著渊 =-1.85袁 =0.08袁 =0.10冤遥

为了更加深入且细致地对比不同共享元认知水

平组认知临场感各阶段的差异袁 采用 ENA绘制了认
知网络结构图以及减差图袁如图 4所示遥从图中可知袁
高水平组认知临场感咱图 4渊a冤暂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
野探究要整合冶野触发事件要整合冶野探究要解决冶野整
合要解决冶之间均呈现较强关联曰中水平组认知临场
感咱图 4渊b冤暂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野触
发事件要整合冶野整合要解决冶 之间具有较强关联曰低
水平组认知临场感咱图 4渊c冤暂在野触发事件要探究冶
野探究要整合冶野触发事件要整合冶之间存在较强关联遥

高尧中尧低水平组的共性为均在野触发事件要探
究冶野探究要整合冶以及野触发事件要整合冶之间具有关
联遥 然而袁从图 4下半部分可知袁高水平组在野探究要
解决冶渊连接系数为 0.16冤的连接强度高于中尧低水平
组遥同时袁高尧中水平组在野整合要解决冶渊连接系数分
别为 0.16尧0.14冤的连接强度高于低水平组遥 本研究
认为袁高水平组共享元认知能力较强袁能够监控和引
导小组成员对讨论话题或问题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

探究袁 这为解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袁 故而其 野探
究要解决冶的连接强度高于中尧低水平组遥其次袁协作
知识建构的核心是构建个人意义和共享理解的批判

性思维袁所有成员都要承担促进尧监控和管理知识建
构过程的职责遥 有价值的学习依赖于成员对探究过
程的监控和管理能力[24]遥 共享元认知是认知临场感和
有效协作探究的关键[3]遥高尧中水平组的共享元认知能
力较强袁能在关键节点及时引导袁促使认知临场感从
整合迈向解决袁因此野整合要解决冶的连接强度高于低
水平组遥

图 4 高尧中尧低共享元认知组认知临场感认知网络

结构图和减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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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高尧中尧低共享元认知水平组认知临场感的发
展轨迹存在差异

为深入探究 GAI支持下袁不同共享元认知水平组
认知临场感发展过程模式差异袁本研究对高尧中尧低
三个组的认知临场感发展轨迹进行了滞后序列分

析袁结果如图 5所示遥 首先袁高水平组的显著行为转
换主要聚焦在整合与解决两个高阶水平阶段遥 这表
明袁 高水平组的认知临场感不仅能顺利发展至整合
阶段袁而且能解决绝大多数触发事件渊问题冤遥 中水平
组的显著行为转换主要集中于探究到探究以及探究

到整合遥这意味着中水平组的认知临场感呈现出探究
到探究的自我循环袁 以及从探究向整合过渡的特点遥
探究是一个发散过程袁主要特征包括头脑风暴尧提问
和信息交换 [25]遥这一过程要求成员对他人观点进行批
判性思考袁并在此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遥 中水平组
之所以陷入探究野自循环冶袁主要是因为成员缺乏必要
的元认知技能袁无法超越低阶思维阶段袁从而阻碍了
认知临场感的发展[26-27]遥尽管如此袁中水平组仍具备一
定的共享元认知能力袁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
从探究阶段逐步过渡到整合阶段遥 然而袁低水平组的
显著行为转换主要集中在触发事件到触发事件袁以
及解决到触发事件袁 反映出低水平组学生在多数情
形下处于不断触发问题的状态遥 这可能因为当面对
触发事件时袁 低水平组学生难以精准把握问题的关
键所在袁在讨论过程中极易偏离主题袁进而触发新的
问题遥 此外袁值得一提的是袁高中水平组均存在整合
显著引发解决的路径袁而低水平组却并无此路径袁这
说明低水平组难以从整合阶段顺利过渡到解决阶

段遥 在整合阶段袁低水平组可能仅仅是简单地罗列观
点袁而无法有效地将这些观点有机结合袁最终实现问
题解决遥 这一现象表明袁针对 GAI支持的协作知识建
构学习来说袁 教师应当着重为低共享元认知能力水
平组的学生给予额外的支持与帮助袁 以推动这部分
学生的认知临场感朝着整合与解决两个高阶学习阶

段发展遥

五尧结 束 语

认知临场感代表高阶认知建构过程袁强调学习者
通过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与对话袁 整合并重构多元观
点袁从而实现深度知识建构与意义生成袁是评估认知
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遥 本研究通过两次实验袁深
入探讨了 GAI对于认知临场感发展的促进作用遥 首
先袁 实验一的研究结果表明袁GAI对在线协作知识建
构中的认知临场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遥实验二进一
步分析发现袁共享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袁在 GAI支持
的在线协作知识构建中表现出更高的认知临场感发

展水平遥本质上袁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袁系统地回答了
GAI野是否冶以及野何以冶促进在线协作知识建构中认知
临场感的发展遥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GAI支
持的协作知识建构情境中袁共享元认知对于认知临场
感的具体作用机制袁例如其如何影响小组成员的知识
协商过程与策略调整行为袁从而进一步影响认知临场
感的发展遥 同时袁如何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群
体共享元认知能力袁进而优化 GAI支持下的协作知识
建构过程袁并最终促进群体认知临场感的发展袁也是
未来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方向之一遥

图 5 不同共享元认知水平组认知临场感行为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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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cilitating
Cognitive Pres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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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presenc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how well students construct knowledge, yet
its development continues to face challeng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provide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presence. To this end,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ole of GAI in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presence in online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e study used cognitive
network analysis and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to analyze students' conversational data in online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earning. It is found that: (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GAI support)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GAI support) in terms of cognitive presence, and the node strength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resolution" phase and the connection strength of the "exploration-resolution"
phase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2) Variations in cognitive presence are observed across
experimental subgroups, specifically nanifested in the connection strengths of "triggering event -solution"
phase, "exploration-solution" phase and "integration-solution" phase. (3) Shared metacognition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presence in GAI-supported online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high shared metacognition group demostrates a higher connection strength in "exploration-solution" phase
than the medium and low shared metacognition groups, while both high and medium shared metacognition
groups have a higher connection strength in "integration要resolution" phase than the low shared
metacognition group.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cognitive
presence between different shared metacognition groups: the high -level group mainly operate in the
integration and solution phases; the medium-level group primarily engage in the exploration phase; and the
low-level group frequently triggers new problems and struggle to transition from integration to solution.

[Keywords] Cognitive Presen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gnitive Network Analysis;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disputes over the confusion of accountable parties. In this regard, adaptive governance should be appli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known risks and unknown risks, thereby regulating the risk outcom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event. Impose necessary behavioral obligations on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namely,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deep linking" through the duty of disclosure, and safeguard users'
reasonable reliance through the duty of care.

[Keywords]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Government -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Embedd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Typological Governance

渊上接第 68页冤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