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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earning
 

commun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way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mart
 

learning
 

community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nd
 

facilitators
 

are
 

the
 

ecological
 

subjects
 

in
 

the
 

smart
 

learning
 

community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which
 

is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a
 

smart
 

learning
 

community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ents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democracy 
 

interactivity 
 

dynamism 
 

and
 

excell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learning
 

community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throug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mart
 

learning
 

community
 

and
 

thus
 

boos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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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構建研究

翁靖華　 劉惠玲

廣州航海學院

摘　 要: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理念引領下,構建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是推進外語教育現代化的關鍵路徑之一。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以學習者和助學者為生態主體,以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技術為支撐,其發展呈

現公共性、民主性、交互性、動態性以及卓異性的生態特徵。 構建新時代的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通過智慧學

習共同體的現代化促進外語學習者的現代化,推動中國外語教育教學生態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智慧學習共同體;外語教育;中國式教育現代化;教育高質量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3 年度外語信息化專項一般項目( No.
 

GD23WZXC02-08)的階段性

成果;廣州市教育局高校科研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項目(No.
 

J20230208)的階段性成果;廣州市高等教育教學質量

與教學改革工程項目(No.
 

2022JXTD019)成果。

一、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①。 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中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就是要推動實現中國式教育現代化,以教育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全面服務支撐實現中國式現代

化。 新質生產力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生產力基礎,以數字化、智能化為基石形成的新質生產力引發教育

理念、方式、體系等系統性變革②。 外語教育與中國的現代化息息相關③。 智慧學習模式是教育信息化、數據

化、智能化時代的典型學習模式,是將傳統線下課堂教學模式與教育智能技術相融合的新型學習方式。 在

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理念引領下,構建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能夠幫助解決傳統外語教學模式存在的費

時低效、學習者學習自主性不足、師生互動不足等問題,助力學習者信息技術應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思辨

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培養與外語課程教學質效同步提升,從而促進外語教育教學生態的高質量發展。 建立

智慧學習共同體是保障外語教育生態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④,是新質生產力促進外語學習者全面發展

的充分體現,也是助力實現未來外語教育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二、
 

學習共同體發展研究

「共同體」(community)這一概念源自社會學研究,隨後逐漸進入政治學、管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拓展研

究領域⑤。 學界對「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的概念界定因研究理念、研究團隊、研究設計而異,其
定義涉及學習環境、學習團隊、學習方式、社會安排等⑥⑦。 在教育學領域,目前較為廣泛認可的學習共同體

定義是:一個由學習者及其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和輔導者等)共同構成的群體組織,
 

擁有完成一定學習任

務的共同目標,在學習過程中組織成員之間頻繁進行溝通交流和學習資源分享,因而在成員之間形成了相

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聯繫⑧。 該定義從三個方面界定學習共同體的特徵,即人的因素(學習者和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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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要素)、
 

共同的學習目標和任務,以及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之間的聯繫(即溝通交流、資源共享與相互協

作)。 由此可見,學習共同體構建涵括學習者與助學者、學習過程和評價方式這三大核心要素,強調共同體

的參與者、運作機制等方面的表徵。
近年來隨著教育信息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基於智能教學平臺建設學習共同體的研究課

題。 文秋芳(2017)探討構建專業學習共同體的理論框架⑨,指出成員是學習共同體的主體,目標、中介和機

制分別是共同體的建設方向、建設載體和內驅力。 構建師生共同學習體,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者的高層次知

識構建⑩,有利於提高學生的個人學習成效、自主學習能力和學術能力、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
夠切實提高教學效果。 儘管相關主題的研究呈現上升趨勢,將智慧學習共同體與外語教育以及中國式現

代化相結合的教育應用研究仍然不足。 目前中國式現代化與共同體關聯的研究更多傾向於人類命運共同

體或民族共同體層面,中國式現代化與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結合的研究極度匱乏,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中國的外語教育現代化要紮根於中國國情,因此如何將中國式現代化理念、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理念以及外

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理論內涵融合在一起,並指導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實踐和運作,是未來外語教育實現

現代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
 

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構建理念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需要外語教育新的變革和新的發展,外語教育和外語人才是改革開放取得今天的成

就和未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之一。 要推進我國外語教育高質量發展,首先要做到外語教育理

念的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特徵也體現在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構建理念的現代化上。 黨的二十大報告關於中

國式現代化的論述為外語教育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 中國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的現代化建設兼具共同

體特徵和中國特色。 《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提出推進教育現代化的 8 大基本理念,為中國式教育現代化建

設和發展提供了指引,中國式教育現代化以立德樹人為根基,以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為方向,堅定不移走素

質教育之路。 新時代背景下通過構建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來推進外語教育的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外語教

育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把這些重要理念落實到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構建理念中。
在中國外語教育生態中,人與環境形成了多元的有機整體。 在其中運作的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可界

定為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和助學者為生態主體,基於共同的學習願景,依託特定的公共虛實學習環境進

行知識和資源共創共享,以信息化技術及動態評價手段促進共同體及其生態主體創新性發展的學習生態圈。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和發展離不開生態主體和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 外語學習者及助學

者構成了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生態主體。 其中,外語學習者是智慧學習共同體的生態主體中心,在
共同體內形成了一致的學習目標,激發較強的學習動機,通過知識習得和資源共享不斷進步,以實現學習目

標。 另一生態主體助學者群體不僅包括外語學科專任教師隊伍,也包括學科專家、教學督導、教學輔助和教

學管理工作者等成員,他們在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知識傳授、管理、監督、促進作用,幫助

學習者實現其共同的學習願景,推動整個學習共同體的健康發展。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生態環境依託於特定的公共學習環境。 傳統意義的學習環境受限於實體

教學場所的學習空間,所形成的學習共同體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外語教育現代化發展的需求。 在教育信息

化技術發展支持下,虛擬網絡學習社區能夠為學習者和助學者創造更加開放、協作性更強的學習環境。 虛

實結合的公共學習環境能夠把外語教育的線下課程資源和線上學習資源融合到一個有機生態整體中。 助

學者利用公共的、虛實結合的學習環境為外語學習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導、管理、監督和評估,從而幫助學

習者在現實學習空間和虛擬網絡學習社區中更加有效地進行學習共同體生態活動,促進學習共同體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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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發展。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生態活動既包括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共享,也包括學習者與助學者

之間的溝通交流。 學習者通過討論、小組協作等方式共同解決學習中的問題,共同建構知識、分享學習經驗

和資源。 學習者與助學者之間的溝通交流則有助於學習者獲取更多專業指導和個性化引導。 一方面,助學

者以教育信息化技術為支撐,借助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的教學輔助手段,在公共的線上和線下學習空間

中開展教學活動,輔助學習者掌握知識、提升技能並進行學科實踐。 另一方面,助學者能夠利用智慧教育技

術收集學習者的學習數據,描繪學習者畫像,並基於學情測評數據以及學習者反饋信息不斷改進,持續提供

更具針對性、更加個性化的專業指導意見,幫助學習者群體實現共同的學習目標。 學習共同體生態主體間

交互式的生態活動,強調主體的合作共進、協作共贏,促使學習共同體及其生態主體實現創新性發展。

四、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構建實踐

以某應用型高校英語教育為例,通過建設高校外語教育生態圈路徑構建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見

圖 1)。 處於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中心的生態主體是在校英語學習者群體,既包括英語類專業學生,也

包括非英語類專業學生。 英語學習者群體形成共同的學習願景和學習目標,即獲取語言文化知識,熟練掌

握聽、說、讀、寫、譯等英語語言技能,提升自身能力,提高個人素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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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作為高校外語學習生態圈的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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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另一生態主體是由學科專任教師、學院教務辦公室、學校教務處、學科專家

組、教學督導等成員構成的外語教育助學者群體。 學校教務處是宏觀教學規劃者和管理者,確保外語學習

共同體運作符合學校的教育目標和教學理念,同時負責協調課室、實驗室、圖書館等教學資源,為共同體運

作和學習者成長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務。 學院教務辦是教學政策執行者,同時也是師生交流的溝通橋樑,
促進學習共同體協作精神的形成。 學科專家引領學習共同體發展的學術方向,推動學科知識的深入學習和

創新發展,確保學習者的學習內容具有時效性和前沿性。 教學督導負責對教學品質進行監督和評估,及時

發現和糾正教學活動中存在的問題,保障學習共同體教學品質的穩步提升。 學科專任教師結合外語學科特

點和教學目標,對外語學習者進行學習需求、興趣、動機、語言水平等學情分析,制定課程大綱和教學計畫,
結合實體教材和配套教學資料,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構建虛擬學習社區,實現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中心的生態環境由實體學習空間和虛擬學習空間融合構成,既包括學校教學

樓、語言實驗室、圖書館等實體學習場所及社會物理環境,也包括慕課平臺、雨課堂、優慕課、UNIPUS 外研在

綫、WE
 

Learn 隨行課堂等在綫教學平臺和虛擬學習社區。 英語學習者和助學者兩大群體在智慧學習共同體

的生態環境中相互作用。 教師在綫上為英語學習者提供學習資源共享和實時互動交流的平臺,在綫下進行

面對面的課堂教學和學科實踐活動。 信息化教育技術令外語教育智慧共同體不再受限於時間和空間。 英

語學習者獲取英語學科知識的途徑不僅僅局限於實體課本和常規課堂學習,在課前和課後的階段他們仍然

可以隨時隨地在虛擬學習社區進行自主學習,與同伴進行線上討論等協作式學習。 教師能夠更加全面地監

控學習者的動態學習過程,掌握學習者個體的實時學習數據,真正實施形成性評價,從而為學習者提供更具

有針對性和個性化的指導。
在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運作中,人(生態主體)、物(生態環境)、事(生態活動)三者互相聯繫、互

相促進、共同發展。 在智慧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與助學者兩大生態主體在更加豐富、更多層次的生態環境

中進行交互生態活動。 智慧學習共同體為外語學習者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和更加有效的交流渠道,增強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促進學習者自主學習和協作學習。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構建了一個動態變化的「學

習———評價———反饋———改進」的外語學科育人體系,以此推動外語教育高質量發展。

五、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發展特徵

作為外語教育領域的學習生態圈,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呈現出多方面生態特徵。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展現公共性、民主性的生態特徵。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公共性和民主

性體現在其學習願景、學習環境、學習資源、和學習行為等多方面。 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的生態主體是外語

學習者和助學者。 共同的學習願景促使他們產生共同體意識,激發其積極參與共同體知識和資源的創建、
學習和分享。 同時,外語教育學習共同體是依託於特定的公共學習環境進行運作的學習生態圈。 外語學習

者在學習共同體中享有公平獲取課程資料和學科發展資源的機會。 無論是線下實體課堂,還是線上虛擬學

習社區,對身在其中的外語學習者來說都是一個公共、平等、開放、民主的學習空間。 而教育信息化技術的

應用進一步促進了共同體教育資源的普及和共享。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鼓勵學習者和助學者積極參

與學習過程,彼此深度合作,互學互助。 學習者可以從多渠道向同伴和助學者反饋自己的學習困惑、學習需

求和意見,助學者團隊可以提供專業的學習指導、針對性的輔導和支持,最終幫助學習者群體實現共同的學

習願景。 這種全體成員共同參與、合作、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方式充分體現了學習共同體的民主性。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亦體現交互性、動態性的生態發展特徵。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交互性

和動態性體現為其生態主體進行共創共享生態活動的行為過程。 在智慧學習共同體中,助學者群體明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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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者發展核心素養要求,發揮學科專業知識和教學管理經驗,利用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的現代教育

技術,實現共同體內教育資源的共享和智能化應用。 通過啟發式、探究式、參與式、合作式等教學設計,指導

外語學習者在知識習得、學科實踐、團隊合作以及個人創新發展等方面實現自我提升。 學習者通過課堂問

答、線上討論、小組合作、個人反思等方式分享觀點和經驗,互相交流和支持,以互聯互通、共創共享的方式

進行交互式學習。 在此過程中助學者團隊根據學習者學習行為數據的更新和教學測評數據的反饋不斷完

善教學設計,建立學習者學習效果動態評估體系,監控學習者學習過程的有效進展,促進外語智慧學習共同

體及其生態主體的可持續發展。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更體現學習共同體現代化發展的卓異性特徵。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

卓異性首先體現在支撐共同體運作的現代化教育信息技術運用。 助學者在學習共同體中使用如雨課堂、
iTEST 智能測評雲平臺、WE

 

Learn 隨行課堂、優慕課在綫教育綜合平臺等彰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教育工具

來跟蹤外語學習者的學習行為數據進行學習者畫像描繪和行為評估,給予反饋,構建中國特色的外語教育

測評體系。 這些現代化教育信息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確保智慧學習共同體的順利運行和卓越表現。 外語教

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卓異性還體現在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對人的現代化發展的促進作用。 一切現代

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即人的全面發展。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強調以人為本的生態思想,重視人的

現代化培養。 外語學習者始終處於學習共同體生態主體的核心地位。 助學者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

領,充分發揮高校教師的專業指導服務能力,培養外語學習者的國際視野,引導學習者在學習共同體中強化

實踐動手能力、合作能力和創新能力,通過不斷完善動態評估體系輔助學習者個性化的自主學習和自我發

展。 外語學習者在學習共同體中通過參與知識共建、資源共享,不僅掌握外語學科相關知識和聽說讀寫譯

等外語技能,而且提高語言運用的能力、創新思維能力以及解決問題能力,進一步實現個人的現代化發展。
由此可見,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既體現其學科特徵,又體現教育現代化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 外

語學科兼具人文性、工具性和思辨性辯證統一的學科特點,外語學科與其他學科的區別在於學習者聽說讀

寫譯等外語基本功的訓練,專業語言和相關人文知識的掌握,以及運用語言進行溝通的能力培養。 外語教

育智慧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和實踐促進外語學習者提升聽說讀寫譯等外語技能,幫助學習者在交互式、協作

式的學習過程中習得語言專業知識及人文素養知識,提高運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以及通過外語與世

界溝通的能力,強化學習者價值引領和價值重塑的培養。 而當前教育信息化、人工智慧技術和大數據技術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是學習共同體實現其促學功能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技術支撐。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

體著力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智慧教育測評體系,應用於學習共同體的運作,促進外語教育生態的高質量

發展。

六、
 

結語

《禮記·學記》中言:「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基於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理念,以及當前教育信息

化、數據化、智能化的時代發展要求,構建具有公共性、民主性、交互性、動態性和卓異性的新時代外語教育

智慧學習共同體,通過智慧學習共同體的現代化促進外語學習者的現代化。 外語教育智慧學習共同體充分

利用現代網絡信息技術發展外語智慧教育新生態,為學習者提供交互學習的公共空間和學習資源,促使學

習共同體中的生態主體———學習者和助學者———進行共創共享的創新性發展。 學習者充分利用各自的優

勢,通過交互式、協作式學習實現自身能力的提升,共同促進學習共同體的健康發展及高校外語教學生態圈

的可持續發展,從而深入推進外語教育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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