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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探究社区理论内涵、应用情况，阐述基于探究社区理论的信息素养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施，
分析教学效果，指出该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改善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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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 ＋教育”时代在线自主学习与传统课
堂教学互补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新常态［１］，

在信息素养教育领域越来越多教育者采用混合式

教学。从现有文献［２－４］看信息素养混合式教学模

式尚缺乏教学理论指导，缺乏应用具有针对性的

评价工具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本研究利用探究

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Ｉ）理论指导信息
素养混合式教学并通过教学实验评价教学效果，

以期为高校信息素养混合式教学设计和实施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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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理论基础

２１　概述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和ＡｒｃｈｅｒＷ ［５］提出探

究社区理论，其以协作建构主义理论和探究式学习为

基础，核心是通过建立探究社区来发展与学习体验有

关的３种相互依存的支撑要素 （社会存在感、认知存

在感和教学存在感），从而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验的

过程。探究社区是指一个学习共同体，其成员共同通

过有目的批判性对话与反思构建个人知识和对知识

的理解。探究社区理论提供社会存在感、认知存在

感和教学存在感３个量表，可评估１门课程中学习
者对３种存在感的感知情况，用于在线和混合式课
程教学设计指导和教学效果评价。

２２　支撑要素

２２１　认识存在感　指学习者通过发现学习中的
问题、存在困惑、反思、对话、分析以及综合学习

社区成员观点以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种探究式高

阶学习过程。

２２２　社会存在感　指学习者呈现真实自我时所
感受到的学习伙伴彼此间的联系程度，其核心是建

立相互信任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２２３　教学存在感　指以促进有意义学习进行的
一系列教学活动，包括设计和管理教学活动、建立

和维护活跃的学习社区以及直接教学指导。

２３　３种存在感建立策略

冯晓英、孙雨薇和曹洁婷［１］提出促进混合式课

程中３种存在感的４９条策略，包括感谢学生、关心
学生学习进度以及鼓励学生基于自身实践思考问题

等。ＦｉｏｃｋＨＳ［６］采取循证医学理念，以良好教学的
７项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现有文献中基于促进在线
课程中３种存在感建立的教学策略进行总结分析，
为在线和混合式课程开发提供指导。

２４　应用情况

ＣＯＩ理论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外语、护理、计
算机等［７－１０］多领域专业课程教学并取得较好效果。

目前仅少数文献［１１－１４］对 ＣＯＩ理论模型在信息素养
课程在线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引入

ＣＯＩ理论指导信息素养混合式课程开发和效果评价，
进一步验证ＣＯＩ理论在我国教学情境中的有效性。

３　研究对象与方法

海南医学院面向本科生的信息素养课程于第３
学年第１学期开课，教学内容包括信息检索综合知
识、中外文专业数据库利用、信息检索综合运用

等，总计２２学时。２０２０年４－７月从该校２０１７级
临床医学专业选择３个班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将３
个班随机分为混合式教学组 （ＢＬ，ｎ＝６０）、传统课
堂教学组 （ＴＬ，ｎ＝６０）和在线教学组 （ＯＬ，ｎ＝
６０），３组学生均属全日制统考入学５年制临床专业，
在年龄、性别及高考分数等方面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具有可比性，且教学任务均由同一位教师完成。本研

究拟通过考试成绩、探究社区量表评分及学生访谈等

方式评价信息素养混合教学模式应用效果。

４　教学模式设计与实施

４１　混合式教学组

４１１　教学模式　采取基于 ＣＯＩ理论模型的混合
式教学，从ＣＯＩ理论模型核心 “协作探究式学习”

和 “基于对话交流的批判性反思”入手，融入翻转

课堂和基于问题的学习教学法，为学生分小组布置

协作探究式学习任务，以超星学习通为线上教学平

台，通过微信群建立探究社区，构建线上线下融合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面对面课堂教学与线上自学

有机整合，发挥各自优势并弥补不足以促进学生进

行有效学习，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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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ＣＯＩ理论模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４１２　教学策略　参考循证理念，通过检索国内
外探究社区理论模型相关研究文献，从部分文

献［１５－１７］中获取有关建立和维护探究社区、促进认

知存在感、教学存在感和社会存在感的方法和策

略，应用于混合式教学组教学策略设计和具体教学

实施全过程，见表１。

表１　ＣＯＩ模型指导下的信息素养课混合教学策略设计

ＣＯＩ存在感 要素 教学活动

教学存在感 教学设计与组织 （１）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提供详细课表及任务清单，包括每次作业提交的截止日期等；（２）合理

设计在线学习内容以确保内容清晰且易于浏览；（３）提供明确评分准则，包括课程成绩考核方法；（４）

设计基于真实情境的个人及协作探究任务

促进对话 （１）避免过分参与学生在线讨论，为学生互动提供便利，积极引导学生之间互动交流；（２）应用协作学

习原则支持小组讨论和合作项目 （布置探究式小组学习任务）

直接指导 （１）及时、清晰回复学生问题；（２）及时批改并返回学生作业

社会存在感 情感表达 （１）通过自我介绍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取得学生信任；（２）鼓励和支持学生在网上讨论中分享经验和观

点；（３）以音频、视频回复学生问题

开放交流 （１）建立微信小组交流群，便于小组成员讨论；（２）鼓励和支持学生在群组讨论中分享经验和观点；（３）

让学生轮流主持小组讨论

团队凝聚力 （１）分小组布置探究式学习任务，小组成员协作完成；（２）以小组为单位汇报成果，开展组间交流和互

评；（３）让小组成员共同拟定小组个性化名称

认知存在感 触发事件 引入学习或生活中学生困惑或难以解答的问题，例如 “网传洗涤品或化妆品中的荧光增白剂有致癌作用，

而媒体报道的专家辟谣说不致癌，我们到底该相信谁”

探究 引导小组学生集体研讨，共同拟定并完善检索策略，实施检索后依据检出结果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检索策略

整合 在对检出文献进行筛选、评价的基础上整合相关文献观点和结论

解决 解答相关疑问并反思总结基于信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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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传统课堂教学组

实行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课前为学生

提供与混合式教学组相同的课程内容进行预习，包

括微课、幻灯片、指导资料等，课中通过课堂小测

验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预习情况，依据教学目

标及内容要求对每节课的重、难点知识进行讲授，

课后学生自主完成作业。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教师、

课程内容、课后任务等相同。

４３　在线教学组

采取以企业微信直播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教

师按照课表时间提前进入直播间 （选择可回看模式

以便学生课后回看），直播过程中通过投票、评论

等功能与学生实时互动，教师在班级企业微信群分

享教学安排、学习资料及课后作业并进行在线答疑

辅导。

５　教学效果评估

５１　成绩对比分析

课程结束后各组学生考试成绩均采用综合检索

报告方式考核，由学生自主拟定综合检索报告研究

主题，确定检索词 （包括至少１个扩展词）、利用
布尔逻辑运算制定检索策略 （必须同时包含 “与”

和 “或”两种逻辑关系）、选择至少１０篇密切相关
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必须同时包含中文和英文文

献），综合检索报告成绩满分为１００分。对３种模
式下学生成绩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混合式教

学、传统课堂教学组及线上教学组学生平均学习成

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使用
最小显著性差异法 （Ｌｅａ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ＳＤ）对３组成绩均值进行检验分析，混合式教学
组成绩高于传统课堂和线上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混合式教学组与传统课堂教学组：ｔ＝５７６５，
Ｐ＝００００；混合式教学组与线上教学组：ｔ＝５６６８，
Ｐ＝００００），传统课堂教学组与线上教学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传统课堂教学组与线上教学组：ｔ＝
４７３６，Ｐ＝０７４３）。

表２　３种教学模式学生学习成绩对比

教学模式 人数 平均成绩 （分）

混合式教学组 ６０ ８５２６±７０４

传统课堂教学组 ６０ ７３３４±８６４

线上教学组 ６０ ７２６５±６５８

Ｆ值 － ６６４７５　　　

Ｐ值 － ００００

５２　基于ＣＯＩ量表的教学效果比较

课程结束后采用中文 ＣＯＩ量表对各组学生学习
体验进行调查。混合式教学组和在线教学组采用兰

国帅、钟秋菊和吕彩杰等［１８］翻译修订的中文探究社

区量表进行调查，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５５），包含３个维度２７个题项，
采用李克特５级评分法 （１为非常不同意，５为非
常同意）。对不同教学模式下学生教学存在感、社

会存在感及认知存在感评分的单因素分析，见表３。
３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教学存在感、社会存在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５，００２３， ＜００５），认
知存在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７０３＞００５）。
使用ＬＳＤ事后检验对３种教学模式下教学存在感及
社会存在感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混合式教学组

教学存在感评分显著高于传统课堂组和在线教学组

（Ｐ＝０００２，００３７，均 ＜００５），混合式教学组与
传统课堂教学组学生社会存在感评分显著高于在线

教学组 （Ｐ＝００３５，０００３，均 ＜００５），混合式教
学组与传统课堂教学组学生的社会存在感评分无显

著差异 （Ｐ＝０７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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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教学模式下学生３种存在感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存在感 ＢＬ（ｎ＝６０） ＴＬ（ｎ＝６０） ＯＬ（ｎ＝６０） 平方和 ＤＦ Ｆ值 Ｐ值

教学存在 ５６７０±６４６ ５３４９±６８７ ５３０２±６８１ ４４４４ ２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０

社会存在 ２０４０±５４１ ２１１７±６４５ １７６２±５４２ １０３４ ２ ０４４３ ００００

认知存在 ３７４７±６７０ ３６３７±５６８ ３５９１±６６７ １９９１ ２ ０３５４ ０７０３

　　注：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５３　混合模式教学满意度调查分析

５３１　问卷设计　通过参阅已有研究［１９］ 中的成

熟量表制定本研究教学满意度量表，问卷包括整体

感知、互动程度以及学习效果３个维度、９个题项，

见表４。采用李克特５级评分法 （１为非常不同意，

５为非常同意）。课程结束后即时采用问卷对混合式

教学组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６０份。

表４　教学满意度问卷

维度 题项

整体感知 １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利于自主学习

２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利于学习更多信息素养知识

３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利于交流互动

互动程度 ４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利于学生与教师交流

５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利于学生之间交流

６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利于知识与经验分享

学习效果 ７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提升了交流表达能力

８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提升了信息检索能力

９我认为混合式教学提升了基于信息检索解决问题的能力

５３２　问卷信效度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计算克隆巴赫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半分信度及稳定性系数等检验量

表信度。６０位学生１周后重新填写调查问卷以计算

稳定性系数，通过计算 ＫＭＯ值验证问卷效度。分

析结果显示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４５，半分信度

为０９２３，稳定性系数为０９１４，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４＞

０６，说明问卷信效度较高，调查数据可客观反映

学生真实态度。

５３３　满意度分析　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整体感知、互动程度及学习效果３个维

度平均分及总均分平均值都在３８分以上，远高于

平均值３，显示学生对基于 ＣＯＩ的混合教学模式具

有较高满意度，见表５。

表５　满意度不同维度描述性统计

维度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整体感知 ６０ ３００ ４９５ ３８５ ０３７

互动程度 ６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３９７ ０３８

学习效果 ６０ ２９８ ５００ ３９２ ０４７

总均分　 ６０ ３０８ ４９３ ３８９ ０３６

５４　学生访谈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对基于 ＣＯＩ混合教学模式

的体验，从实验组学生中选取１０名学生 （每个学

习小组１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对访谈内容从

教学模式、互动交流及学习效果 ３个维度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了学

习灵活性，可以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探究式小组

学习提高了学习积极性，探究社区促进了同学之

间以及与教师的交流，思想碰撞有利于深度思考，

提高学习效果。

６　讨论

６１　基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式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混合式教学组成绩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和在线

教学组 （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表明基于 ＣＯＩ理论的

混合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由于本研究采用

翻转课堂和协作探究式学习任务，体现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混合教学组中在线探究社区的同步

和异步讨论可以形成对传统课堂的扩展和补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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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协作探究式学习可以提高学生参与度，从而促进

教学存在感、社会存在感和认知存在感的建立，有

利于实现预期学习效果。

６２　基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式教学改善学习体验

以ＣＯＩ理论指导设计的信息素养混合式教学模

式让学生获得良好学习体验。混合式教学组学生的

教学存在感评分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和在线教学

组，表明基于ＣＯＩ理论设计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效

促进了教学存在感形成。这与已有研究［２０］结论相

同，ＣＯＩ理论强调协作探究式学习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任务设计感较强，学生参与度较高，此外教师

在探究社区中直接指导和引导学生交流反思促进了

教学存在感建立。混合式教学组的社会存在感与传

统教学组无显著差异，但高于在线教学组，这与已

有研究结论不同，王露和廖碧珍［２１］研究发现混合教

学模式下社会存在感评分低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认为可能与学生对在线交流存在不适感有关，在线

交流以文字为主，限制沟通、表达。本研究针对该

问题进行改进，通过微信以语音、视频、图片、文

字等多种方式进行在线交流，更加方便、快捷、高

效，有助于拉近学生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降低在线交流不适感。这表明采取适当的交流

方式和工具能够弥补线上交流不足并发挥线上学习

和交流在时间、效率方面的优势，从而提升混合式

教学学习体验。

６３　学生对基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式教学满意度高

学生对基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教学模式满意度均

值超过４２，得分最高的３个题项包括 “有利于自

主学习” （Ｍ＝４４９）、 “有利于交流互动”（Ｍ＝

４４６）以及 “提升了信息检索的能力”（Ｍ＝４４５），

访谈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对混合式教学满意度较高，

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在线学习时间安排更加灵活、方便，此外以

ＣＯＩ理论框架指导的教学设计和策略有助于提升学

生参与度、激发学习动机，使学生对学习进度和效

果更加满意［２２］。这与已有研究［２３－２４］结论相符，基

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式教学中学生对教师直接教学行

为感知较强，与同学之间的情感及社交联系更紧

密，学生对学习满意度更高。

７　结语

基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式信息素养课程具有良好

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为高校信息素养课程混合式

教学设计与实施提供有效理论视角和教学策略。本

研究仅选择１所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研究结

果代表性存在一定影响。此外由于缺乏有效中文信

息素养评估工具，仅以综合检索报告成绩评估学习

效果，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研究样

本并引入更加科学的信息素养评估工具，进一步深

入探索基于ＣＯＩ理论的混合式教学对学生信息素养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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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开通微信公众号
《医学信息学杂志》微信公众号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该平台查阅稿件状态；读者可

阅览当期最新内容、过刊等；同时提供国内外最新医学信息研究动态、发展前沿等，搭建

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可在微信添加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医学信息

学杂志”进行确认，也可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敬请关注！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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