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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网络研究
———以“东行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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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log 在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形成了许多基于 Blog 的虚拟学习社区。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对

一个 Blog 虚拟学习社区———“东行记”进行量的分析 , 从网络密度、小团体、中心性等角度探讨了“东行记”的在线社会网

络结构 , 并且对虚拟学习社区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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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一种开放的、 低 壁 垒 的 交 流 媒 体 , Blog 允

许参与者交换想法 , 建立一个可信任的 社 会 网 络 。

这 个 网 络 可 以 围 绕 新 出 现 的 思 想 , 进 行 有 效 的 讨

论 , 并且吸纳更多的人参与。 [1] 正 是 由 于 本 身 特 有

的机制 , Blog 在教育中的应 用 越 来 越 广 泛 , 并 且 形

成了 许 多 Blog 群 , 典 型 的 Blog 群 有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的“东行记”( http://www.jeast.net/index.html) 、苏州教

育 博 客 ( http://www.szeblog.cn/index.html) 、海 盐 教 师

博 客 ( http://www.jsblog.cn/index.html) 以 及 广 州 的 天

河 部 落 ( http://59.42.251.241:9010/default.aspx) 等

等。这种由众多 Blog 形成的 Blog 群 , 形成了新的虚

拟学习社区。

对于 Blog 形成虚拟社区的原因 , 许多研究者从

社会网络的角度进行了探讨。Gumbrecht 的研究证明,

与其他工具相比, Blog 是一个“受保护的空间”。这一

特征使得 Blogger 可以控制 Blog 的内容 , 将交流聚焦

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也便于具有共同爱好的人形成

自己的社会网络。 [2]Nardi 等人的研究则表明 , 由于

Blog 是个人在网上展示自己、与别人沟通交流的综合

工具, Blogger 不仅把 Blog 作为自己知识过滤、知识积

累和知识传播的方式,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希望更多的

人了解他们和他们的思想, 这一特征是社会网络形成

的动因。[3]但是 , 对于 Blog 形成的虚拟社区的社会网

络的特征, 则缺少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 , 对著名的教育

Blog 群———“东行记”进行量的分析, 探讨该虚拟学习

社区的社会网络特征。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东行记”为分析个案。“东行记”是以上海

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黎加厚教授及其研究生为主要

成员的 Blog 群 , 初建于 2004 年 , 并于 2006 年进行第

二次改版, 南国农先生为其题写了 Blog 名。作为一个

以传播教育技术知识为主题的专业性网站, 短短几年

里, “东行记”已经获得广泛关注。目前, “东行记”采用

的是较为严格的实名认证注册方式, 并对非研究生群

体之外的注册用户的专业水平有较高要求。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与社会网

络分析两种方法。按照注册用户发表 Blog 文章数量,

选择了发表文章最多的前 50 位成员, 发放问卷进行

调查。调查共回收问卷 34 份, 有效问卷 32 份, 其中男

性 15 人、女性 17 人。回收问卷中在读研究生 22 人,

已毕业本校研究生 5 人 , 教师 1 人 , 校外注册用户 4

人。调查问卷共有 10 道题目, 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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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1) “东行记”的使用情况, 包括登录和发表日志的

频率等 ; ( 2) “东行记”主题特征 , 包括用户关注“东行

记”的原因、喜欢什么内容的文章等 ; ( 3) “东行记”虚

拟空间的社会网络信息, 包括熟悉的注册用户名、经

常浏览谁的 Blog、熟悉博友的真实姓名、参与过谁的

Blog 的讨论等四个问题。对于前二类题目我们采用了

一般的百分比统计, 而社会网络信息则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软件 Ucinet6.1 进行相应的分析。

三、数据统计和分析

由于问卷中的有些题目是其他研究用途, 限于篇

幅, 这里只分析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调查结果

表明( 表 1) , 这些成员访问“东行记”的频率都很高 ,

62.5%的成员每天或者隔一天就会登录 “东行记”, 另

外 25%的成员在一个星期内会登录“东行记”。由此可

以看出, 该社区已经成为这些成员重要的学习途径。

表 1 登录“东行记”的频率

从发表 Blog 的时间间隔来看( 表 2) , 59.38%的成

员半个月以上才会发表一次 Blog。这说明, 虽然访问

“东行记”的频率很高 , 但是发表 Blog 的频率并不是

很高, 由此可见这些成员更愿意”看”而不是”写”。但

是 , 由于“东行记”的注册用户比较多 , 而且核心成员

的发帖数量较多, 所以其总体的信息更新速度还是比

较快的。

表 2 发贴的频率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东行记 ”的 社 会 网 络 信 息 。

这些信息通过问卷中的四个问题获得 : 熟 悉 的 注 册

用 户 名 、 熟 悉 的 博 友 的 真 实 姓 名 、 经 常 浏 览 谁 的

Blog、参与过谁的 Blog 的讨论。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

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描述社会网络 : 矩 阵 代 数 方 法

和社群图法。上述这些信息经整理后获得四个对应

的社会网络矩阵。为说明方便 , 在以下 的 正 文 和 图

表中我们分别用 Zhuce、Shiming、Liulan,、Canyu 表 示

这四个矩阵。其中熟悉的注册用户名信息所形成的

矩阵 Zhuce 的部分内容如表 3 所示 , 相应的社群图

如图 1 所示。

表 3 熟悉的注册用户名形成的矩阵( 矩阵 Zhuce, 部分)

图 1 矩阵 Zhuce 所对应的社群图

对于表 3 所形成的矩阵, Xij=1 表示成员 i 熟悉成

员 j 的注册名, 相对于社群图而言, 则节点 i 连接一根

有向线至 j; Xij=0 表示成员 i 不熟悉成员 j 的注册名 ,

社群图中节点 i 没有连接至 j。Shiming、Liulan,、Canyu

等矩阵的含义也依此类推。根据研究需要 , 我们对

Zhuce、Shiming、Liulan、Canyu 四个矩阵进行了相应的

计算, 以分析“东行记”的社会网络特征。

( 一) 网络密度

密度表示的是社区成员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固定

规模组织的成员之间联系越多, 网络的密度就越大。

一般来说 , 关系紧密的团体合作行为较多 , 信息流通

较易, 情感支持也会较好; 而关系十分疏远的团体 , 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 31 32

1 - 1 0 0 0 0 1 1 1 1 1 ⋯ ⋯ 1 1

2 1 - 0 0 0 0 1 0 0 0 1 ⋯ ⋯ 1 1

3 1 0 - 0 0 1 1 0 0 0 1 ⋯ ⋯ 0 1

4 1 1 0 - 0 1 1 1 1 1 1 ⋯ ⋯ 0 1

5 1 1 0 0 - 0 0 0 0 0 0 ⋯ ⋯ 0 1

6 0 0 0 1 1 - 0 0 0 0 0 ⋯ ⋯ 0 1

7 1 1 0 0 0 0 - 0 0 0 1 ⋯ ⋯ 1 1

8 1 1 0 0 0 0 1 - 1 0 1 ⋯ ⋯ 1 1

9 1 0 0 0 0 0 0 0 - 0 0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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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项 1～2 天 3～7 天 8～15 天 >15 天 总 和

个数 20 8 2 2 32

百分比 62.50 25.00 6.25 6.25 100.00

选 项 1～2 天 3～7 天 8～15 天 >15 天 总 合

个 数 4 5 4 19 32

百分比 12.50 15.63 12.50 59.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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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信息不通、情感支持少、协作程度低等问题。[4]用

Ucinet 对四个矩阵进行密度计算,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四个矩阵密度统计

由表 4 可知, 矩阵图中密度相对较高的是“熟悉的

用户名”和“熟悉的博友的真实姓名”, 而“经常浏览谁

的 Blog”和“参与过谁的 Blog 的讨论”密度较低 , 这也

与我们 “东行记”的使用情况调查的状况相符合 。

0.4032 对于社会网络的密度而言, 是一个不太小的数

据, 与其他的一些研究相比较, [5]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网

络的联系较为紧密。

( 二)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个人结构位置指针, 评价一

个人重要与否, 衡量一个人的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以

及在群体中的社会声望等常用这个指标。[6]通常, 中心

性又分为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性和特征向量

中心性等, [7]其中程度中心性和中介性使用最广泛。程

度中心性通常用来衡量谁在一个团体中成为最主要的

中心人物。如果我们关注整个网络, 研究不同的网络是

否具有不同的中心趋势, 则可以用群体程度中心性或

者点度中心势来表示网络整体的中心性。中介性测量

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 表示一个点在多大程

度上位于网络中其他点的“中间”。占据这样的位置越

多, 就越代表他具有很高的中介性。一个网络也有其中

间中心势指数, 这也是一个整体结构指针, 值越高, 表

示组织中信息被少数人垄断的可能性越高。

在上述四个矩阵中, “您最熟悉的注册用户名”所

形成的矩阵图最能反映整个网络中谁处于核心地位。

为此, 我们对该矩阵程度中心性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5

所示。由于 Zhuce 是一个非对称矩阵, 程度中心性和标

准化的程度中心性都有两个值, 内向程度中心性表示

连入值, 即有多少其他用户了解该用户注册名; 外向程

度中心性表示连出值, 即该用户了解多少其他用户注

册名。例如, 用户 32 是教师, 所有成员都熟悉他的注册

名, 他熟悉的注册名有 22 个, 则标准化的内向程度中

心性为 100%、标准化的外向程度中心性为 70.968%。

在该网络中, 他居于中心地位。其他节点如 1、16、20、

13、11、24、14、19 等均有较高的内向程度中心性和外

向程度中心性。这些成员在社区中既关注别人, 也被别

人所关注。而 23、2、22、31 等成员则具有较高的内向程

度中心性, 但是外向程度中心性则相对较小。这类成员

被别人关注, 但是却相对较少关注别人。还有一类成员

如 4、10、8、21, 具有较高的外向程度中心性, 而内向程

度中心性较低, 表示他较了解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 但

是本身却不为别人所了解。当然, 也有一些成员两种程

度中心性均较低, 属于这个社区的外围人物。但总的来

说, 内向程度中心性和外向程度中心性属于中度相关,

Pearson 系数 r 为 0.475。

除此之外 , 群体的程度中心性指标同样也有两

个 , 群体外向程度中心性为 44.953%, 群体内向程度

中心性为 61.602%。对于一个虚拟社区而言 , 这样的

程度中心性是比较高的。

表 5 Zhuce 矩阵的程度中心性值( 部分)

表 6 Liulan 矩阵的各节点中介性值( 部分)

成 员 中介性 标准化中介性

32 439.000 47.204

15 207.150 22.274

1 143.317 15.410

13 37.617 4.045

26 31.833 3.423

21 28.000 3.011

16 21.000 2.258

17 15.150 1.629

22 5.667 0.609

⋯ ⋯ ⋯

⋯ ⋯ ⋯

8 0.000 0.000

成员

内向程度中

心性

( InDegree)

外向程度中

心性

( OutDegree)

标准化的内向

程 度 中 心 性

( NrmInDeg)

标准化的外向

程 度 中 心 性

(NrmOutDeg)

32 31 22 100.000 70.968

1 28 21 90.323 67.742

16 28 11 90.323 35.484

20 22 26 70.968 83.871

23 21 11 67.742 35.484

13 20 19 64.516 61.290

11 19 22 61.290 70.968

⋯ ⋯ ⋯ ⋯ ⋯

⋯ ⋯ ⋯ ⋯ ⋯

4 2 22 6.452 70.968

28 2 2 6.452 6.452

3 1 11 3.226 35.484

30 1 3 3.226 9.677

29 0 4 0.000 12.903

矩阵名称 Zhuce Shiming Liulan Canyu

密 度 0.4032 0.3256 0.1391 0.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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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介性分析而言, “经常浏览谁的 blog”更能

反映网络中的信息传播途径。对 Liulan 矩阵进行中介

性分析( 表 6) , 整个网络的中介性是 45.43%, 节点 32、

15、1、13、26、21、16、17 的 标 准 化 的 中 介 性 值 在 1 以

上。其中标准化中介值最高的 32 节点值为 47.204。由

此可见 , 32、15、1 等成员在虚拟社区中扮演了信息传

播中介者的角色, 控制着信息的流动。与此相反的是,

一共有 16 位成员的中介性为零, 表示其无法控制任

何的信息流动。

( 三) 小团体分析

虚拟社区中的协作是通过在线的交流与信息传播

实现的。四个社群矩阵中, “参与谁的 Blog 的讨论”最能

反映出这种协作的状况, 为此, 我们对 taolun 矩阵进行

了小团体分析。由于小团体分析需要对称矩阵, 而 taol-

un 矩阵是不对称的,所以首先需要对 taolun 矩阵进行对

称处理, 选择了强连接方式( 即双方连接才算连接) , 形

成一个新的矩阵, 然后对新矩阵进行小团体分析。

小团体分析有多种类型, 我们首先采用了建立在

可达性和直径基础上的派系( clique) 和宗派( clan) 。第

一步, 将整个矩阵进行派系分析, 结果产生五个派系

( 表 7) 。其中教师 32 在每个派系中均出现, 成员 16 也

在四个派系中出现, 这说明不同派系中, 教师均占主导

地位。由于用派系划分小团体对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求

较为严格, 我们进一步分别改用 2- 派系( 2- cliques) 和

2- 宗派( 2- clans) 进行分析 , 这两种测量结果一致 , 32

个成员中有两个 2- 派系或 2- 宗派小团体: 团体 A( 1、

11、13、15、16、23、24、25、31、32) 和 团 体 B( 1、13、16、

21、23、24、31、32) 。这两个小团体中的成员大多重复。

最后, 我们用基于点度数基础上的 K- 核( K- core) 进行

小团体分析, 网络最低规模取 3, K 取 2, 获得了和表 7

一样的结果。当小团体最低规模变大, K 值也相应增大

时, 虽然小团体会发生变化, 但是 1、13、16、23、24、31、

32 等成员在不同小团体中大量重复。由此可见, 对于

该虚拟社区而言, 没有形成多个分立的团体。一些成员

处于核心地位, 他们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而其他成员

间的网上讨论与协作相对较少。

表 7 taolun 矩阵中的派系

( 四) 多维量表( MDS) 分析

多维量表法把成员之间的关系截面中表现出来

的“异同性”模式表达为一张多维空间图( 实际上只是

二维图)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行动者之间的“远近”。[8]

采用 ucinet 中的非量纲 ( no- metric) MDS 分析 taolun

矩阵, 产生的是邻接矩阵的二维图( 图 2) 。从结果看,

压力指数( stress) 为 0.011,符合要求。

图 2 对于 taolun 矩阵的 MDS 分析

对于图 2 而言, 除 8、9、12、27、28 以外 , 其他的成

员间联系较为紧密。为说明方便, 我们对右下角的数

据进行放大, 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 对于该虚拟学

习团体 , 成员均围绕在教师周围 , 只有少数几个学生

游离于团体之外。相互之间越接近, 角色越相似。成员

间的角色雷同 , 1、11 等成员离教师最近 , 其角色也和

教师接近, 可以起到了辅助教师的作用。

图 3 局部放大的 MDS

( 五) 矩阵相关性分析

Shiming、Zhuce、Liulan,、Canyu 四个矩阵分别代表

了 Blog 社区社会网络的不同方面。我们同样关心这

样一个问题: 不同的矩阵之间存在着多大的相似性。

例如, 经常浏览哪个 Blog, 是否一定会参与该 Blog 的

讨论 ; 熟悉用户的注册名 , 是否就一定了解该用户的

真实身份, 这其实就是矩阵的相关性问题。

派 系 成 员

1 16 23 31 32

2 1 16 23 32

3 13 16 32

4 16 24 32

5 23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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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 我们采用了 Ucinet 提供的二次指派程序

(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QAP) 进行矩阵相关

性分析。首先对 Shiming 和 Zhuce 两个矩阵进行相关

性比较, 见表 8。

表 8 Shiming 矩阵和 Zhuce 矩阵的相关性

这里的 Value 指实际 Pearson 相关系数 , Sig 指显

著性水平, 该值越小, 越说明两个矩阵存在着强关系。

Avg 指的是 N 次( 这里笔者选的是 5000 次) 随机计算

的相关系数的平均值。P( Large) 指的是这种随机计算

的相关系数大于实际相关系数的概率 , P( Small) 指的

是随机计算的相关系数小于实际相关系数的概率。由

表 8 可知 , 由于显著性水平为 0.000, Pearson 相关系

数为 0.645,我们可以认为 Shiming 矩阵和 Zhuce 矩阵

有着较明显的相关性。这种现象可以由多种方式进行

解释, [9] 例如可以认为网上人际关系是网下社会网的

延伸 , 计算机网络的背后是一张真实的社会网 , 或者

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网上关系很快地转化成

了实体关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理论, 这种分析也从

另一个角度证明, 网络联系密切度和真实生活密切度

是较为一致的。此外, 我们对其他矩阵间的相关性也

都作了分析, 如表 9 所示。

表 9 各个矩阵之间的相关性( Signif 均为 0.000)

从 表 9 可 知 , 各 个 矩 阵 之 间 均 呈 现 正 相 关 ,

Shiming 与 Zhuce 矩阵间相关度较高 , 其次是 Taolun

和 Liulan, 相关系数为 0.498,这也和我们的常识相符

合。一般来讲, 经常浏览哪个 Blog, 相对来讲会更多地

参与该 Blog 的讨论。

四、讨 论

一个成功的虚拟学习社区与其社会网络结构有

着密切的关系。[10]虽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在线社

区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很成熟, 但是笔者还是试图对上

述这些数据作进一步的诠释。从社会网络的角度, 笔

者认为, “东行记”的成功有着以下这些原因:

首先 , 社区中存在着一些中心人物 , 他们受人关

注 , 具有较高的威望 , 是信息的发源地。这些中心人

物引导着整个社区的运转 , 他们在网络中处于中心

地位 , 又控制着信息的流动。中心人物对于虚拟社区

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 个人的魅力有助于社会网络

的形成 , 也便于将议题聚焦于某个专门的领域。

其次 , 无论从“东行记”的使用情况调查还是相关

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都反应出社区成员具有一定的

参与度。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发帖, 也包括 Blog 阅读和

对其他一些相关信息( 例如真实姓名) 的了解。阅读是

社会网络建构中的重要活动, 因为它使得社区成员获

得和强化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作社会网

络中内部弱联结( Weak tie) 的强化。[11]当然, 这种强化

依赖于所有成员投入的时间、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

思维结构以及背景差异。

第三, 成员间相互的了解也是该社区成功的原因

之一。该社区是以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系在校的

研究生作为主体。可以说, 这种虚拟社区有着现实中

对应的实体 , 成员间有着较强的同质性 , 这种同质性

使得成员们可以围绕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 相互之间

交流的壁垒相对较低。另外, 由矩阵的相关性分析可

知, 熟悉的注册用户名、熟悉的博友的真实姓名、经常

浏览谁的 Blog、参与过谁的 Blog 的讨论等信息相互

是正相关的, 加强任何一个方面都能使得成员加强其

在线的社会网络。

当然 , 在社会网络分析过程中 , 我们也从数据中

发现该社区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 网络整体的中心

性很高, 有一些成员的中心性过强。虽然这可以使得

社区更集中, 但有可能会减低其他社区成员自主讨论

的能力, 产生依赖性。一个社区的成功不能仅仅依赖

于几个核心成员, 这种状况会影响社区的可持续性发

展。其次, 小团体相对缺少, 议题过于集中。对于一个

开放的具有一定用户数量的虚拟社区, 适当的小团体

能够产生更多的话题 , 使得团体更活跃 , 能够进行更

深入的协作。笔者认为, 既可以利用中心人物, 根据不

同成员的爱好 , 引入一些专题讨论 , 也可以引导成员

自己提出专题, 寻找协作者。第三, 虽然成员同质便于

减少交流壁垒, 但成员( 尤其是核心成员) 过于同质会

减低社区的活力。从 MDS 图中可以发现, 大多数成员

都围绕在教师周围 , 但是成员角色过于单一 , 也会影

响协作真正的开展。

五、结 语

本文是一个个案研究 , 其研究结果只适用于与

( 下转第 58 页)

Value Sig Avg SD P( Large) P( small)

0.645 0.000 - 0.001 0.071 0.000 1.000

Zhuce Shiming Taolun Liulan

Zhuce 1.000 0.645 0.337 0.436

Shiming 0.645 1.000 0.356 0.421

Taolun 0.337 0.356 1.000 0.498

Liulan 0.436 0.421 0.49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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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相近的环境 , 作者也无意进行过于大胆的推

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在线虚拟空间 , 许多问题

还没有定论 , 本文所作的研究也只是一种探索性的

尝试 , 研究过程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 , 整体网社

会网络分析需要确定一个边界 , 本研究并没有完全

满足这一前提。一方面 , 选取前 50 名用户未必十分

科学 , 而问卷的回收率也并不高 , 这影响了本研究的

效度。当然 ,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 , 近期“东行记”较

活跃的成员都填写了有效的问卷 , 这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上述不足。

总之 , 如何拓宽研究手段 , 有效地利用社会网络

数据 , 发掘 Blog 群的社会网络结构 , 促进在线虚拟社

区的发展, 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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