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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中区域教研协作的社会网络分析

胡 小 勇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信息化环境中的教育现象，成为新的热点。 本文结合国内外同类研究述评，针

对信息化环境中的区域教研协作现象，运用“总体设计→数据采集→网络分析→结果阐释→反馈完善”的研究路线，动

态结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SNA 等方法，创新性地构建了整合现实网络与虚拟网络的混合式区域教研协作分析框架。

使用该框架对天河区小学英语学科组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在该团队中虚拟教研对现实教研起到了有益补充作用，扩大

了教研协作覆盖范围；整个混合式网络的凝聚水平和小世界特征比较理想，围绕教研员和中心组成员所形成的小团体，

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学科教研协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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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所 谓 社 会 网 络（Social Network），指 的 是 社 会 行

动者（social actor）之间关系的集合， [1]它是由多个 点

（行动者）和各点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组

成的集合。 近年来，信息技术为人们交流思想、共享

知识、合作解决问题提供了便利的支撑，依托于信息

化环境的各种教育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 参与者们

在信息化环境中的交往互动形成了与现实世界相仿

的社会网络。 如何有效地分析这些信息化环境中教

育现象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 成为当前研究的新热

点， 各种针对信息化教育现象的社会网络研究也日

渐 增 多 。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是近年逐步成熟起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它通过建立行动者之间交往关系的模型，来描述

群体关系的结构， 并分析它对群体功能或者群体内

部个体的影响。 通过 SNA 的方法和技术，可以清晰

地观察到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互动情况和变化规律，
了解行动者群体的社会网络特征和演变情况。 在此

背景下，本研究以区域教研协作为对象，基于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 采用将现实网络与虚拟网络相整合的

创新视角， 力图构建面向信息化环境中区域教研协

作的分析框架，并展开个案研究。

二、同类研究述评

通过主题分析得知， 近年来应用 SNA 分析信息

化教育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博客圈、 虚拟学

习论坛与社群、协作学习网络、科研合作等方面。
（一）关于教育博客圈（blogosphere）的分析

近年来，博客及其教育应用日渐普及，许多博客

相互链接形成了各种网状社区， 被称为博客圈（blo-
gosphere）。 [2]国内外许多研究团队都对（教育）博客圈

中 的 社 会 交 互 特 征 进 行 了 分 析， 包 括 Marlow、Her-
ring、Merelo、李文昊、黎加厚、叶新东等，取得了一定

成果。 表 1 从问题、分析单元、结论等方面概括了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二）关于虚拟学习论坛与社群的互动分析

彭小川等运用社群图和矩阵法分析了 BBS 社会

群体的总体结构特征、群体成员地位、意见领袖的特

点、内部人际交往特征等。 [8]邱均平等认为网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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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互 联 网 非 正 式 信 息 交 流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通 过

SNA 中 的 网 络 密 度 等 方 法 分 析 了 论 坛 交 流 的 活 跃

度；用中心度统计总结出论坛的活跃成员；用因子分

析法则归纳了论坛所讨论的主要话题， 实证研究了

BBS 上的信息交流特点。 [9]宋丽萍等以美国有关的电

子学习论坛为样本， 采用 SNA 对其结构进行揭示，
其中利用 Pajek 分析工具进行交流结构的可视化表

示及交流结构子群的确定， 并分析了该电子无形学

院的特点：松散性、中间动态性、开放性。 [10]周涛 [11]利

用 Wiki 建立了一个虚拟学习社群平台（Wentry 自由

文集），并研究了其中的网络关系联结，描绘出该社

群的结构及成员之间信息的流动， 探讨了网络关系

联结规模、强度与社群满意度及忠诚度之间的关系。
张 豪 锋 等 [12]以 QQ 虚 拟 学 习 社 群 为 对 象，运 用 SNA
方 法 和 UCINET 软 件 对 社 群 中 的 网 络 关 系 进 行 分

析， 探讨了社群网络结构特征、 意见领袖地位的形

成，以及社群成员参与动机、满意度、忠诚度与网络

结构之间的关系。 覃学健等 [13]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

件 Ucinet 研究了一个班级社区， 从网络密度、 中心

性、小团体等角度探讨了该虚拟学习社区的特点，并

提出了建议。 王陆通过网络位置分析（Positional ap-
proach）， 针对首都师范大学虚拟学习社区的在线课

程及其数据集合为实例， 识别了虚拟学习社区的助

学者群体， [14]发 现：（1）在 线 课 程 中 部 分 学 习 者 的 网

络角色具有双重性，既是社会网络中的学习者，同时

也兼具一定的教师角色， 拥有与任课教师相似的关

系，发挥了助学者群体的角色。 （2）有两名学习者与

教师具有较高水平的结构和规则对等性， 即他们能

在 不 改 变 网 络 关 系 结 构 的 条 件 下 替 换 教 师 ， 是

WBE07_Community 课程中的核心助学者， 对在线学

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关于协作学习的互动网络分析

SNA 视野下的协作学习研究， 揭示了信息在人

际网络内流动的规律和协作组的知识分 布 情 况，并

能利用可视化方法绘制知识的流动途径， 为实施群

体协同知识建构提供了帮助， 有力地推动了组织的

知识转移和共享实践。 国内外学者对此比较典型的

研究详见表 2。
（四）关于科研合作的分析

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往往需要多位学者共

同合作才能解决一些复杂问题， 科研合作现象日趋

频繁。 在科学论文中，则表现为合著现象越来越多，
合著规模亦越来越大。 [20]目前，已有学者运用 SNA 分

析了教育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现象， 主要集中在团

队合著合作，并通过网络分析来探讨研究团队、研究

领域间的合作关系。 例如魏顺平 [21]从密度和凝聚子

群分析的角度对教育技术研究者合作发文状况进行

了分析，并发现：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科研合作关系越

来越多，但还是处于较低水平，合作类型主要为师生

合作，而较少出现跨校、跨区域合作；随着某个研究

团队的扩大，成员整体合作关系渐渐疏远，信息流通

不畅，并开始形成小团体现象。

研究者 研究问题 SNA 分析单元 相关结论

Marlow，C[3]

（2004）
分析 BlogDex 项目所收集博客

的社会网络结构，寻找核心博

客及其特性

大批量博客之间的友情链接、永

久链接和评论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识别出核心博

客作者， 并将他们与舆论领袖和传统

媒体的权威性作比较

Herring，Kouper 等[4]

（2005）
研 究 A-list 博 客 的 交 互 深 度

及其对博客圈的作用

最常被引用的，具有意见领袖特

征的 A-list 的博客列表

A-list 的博客最常居于核心，为众多博

客所联结， 同时他们的人格特性也具

有意见领袖的特质

Merelo -GuervoS，Prieto
等[5]

（2008）

通过 绘 制 图 形 工 具 （SOM）分

析 网 站 博 客 成 员 间 的 信 息 传

播特征

Blogalia 网站中的数百个博客

博客世界 “在局部的聚类中呈现紧密

互联”，但在整体上大多数博客之间的

联系非常微弱

李 文 昊 ， 王 继 新 等 [6]

（2010)

从度数、密度、点度中心度、凝

聚 子 群 数 据 分 析 成 员 关 系 和

海盐教师博客之间的互动、深

度互动情况

海盐教师博客群中的 17 位博客

之星

教育博客圈的“李克东难题”现象大量

存在，普遍缺少深度互动与思想碰撞，

缺乏对教学问题的分析解决， 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建议

黎加厚，赵怡等[7]

（2007）

分 析 苏 州 教 育 博 客 共 同 体 的

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创新发

展问题

苏 州 教 育 博 客 学 习 发 展 共 同 体

“推荐博客”列表中的所有博客

密度、 中心性和对象多元性对创新能

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强调了博客圈对

教师专业发展和对提高教育质量的重

要性

表 1 （教育）博客圈的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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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路线设计

如前所述， 各类 SNA 研究日渐兴起， 并有所成

就； 但是它们都仅单独以虚拟社会网络或现实社会

网络为对象， 而没有把两类网络相整合开展研究的

案例。 基于此，本研究选定信息化环境中的区域教研

协作为分析对象，采用“总体设计→数据采集→网络

分析→结果阐释→反馈完善”的研究路线（如图 1 所

示），并动态结合各种方法展开研究。

图 1 研究路线与方法工具

（一）确定总体方案设计，聚焦研究分析焦点

本研究聚焦于信息化环境中的区域教研协作关

系网络，以明确新时期区域教研协作的结构特征。 为

了与以往研究相区别， 同时也为了能够全方位地呈

现出教研的整体协作关系， 本研究的总体设计采用

了将日常教研工作中的“现实教研协作网络”与网络

环境中的“虚拟教研协作网络”进行立体整合的创新

视角，并以此构建分析框架。 在数据处理时，则采用

能 与 EXCEL 进 行 数 据 交 换 和 可 视 化 分 析 功 能 的

SNA 软件 UCINET6.0。
（二）收集教师教研协作数据，建立关系矩阵

1． 确定分析结点： 结点即是教研网络中的人员

（教研员、骨干教师、学科教师等），及其在虚拟网络

中所对应的相关网名和博客。
2．确定协作关系：考虑到教研活动的多样性和可

视化的鉴别成果， 结合访谈主要确定的教研协作关

系为：（1）现实网络中表现为：论著合作关系、课题合

作关系、公开课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学术会议等。 （2）
虚拟网络中表现为：博客友情链接、最近来访、最新

留言、文章评论等。
3． 收集教研协作数据： 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现

实世界中的教研协作数据， 并设计了相应的协作信

息统计表（见表 3）。通过网络博客统计和内容分析来

获取教师的在线协作行为， 主要调查了教师的合作

研究者 研究切入点 研究结论

A．Martinez 等[15]

（2003）
运用 SNA 描述了网络学习群组成员间的互动关系模式，

分析互动关系模式的结构属性及其对群组成员的影响

①SNA 适合于学习参与度和社会性的有效研究。 ②
在互动分析基础上结合量和质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

一种综合评价网络协作学习的方法：DELFOS 框架

Reuven[16]

（2003）

对“商业道德”课程在 线 讨 论 中 进 行 协 作 学 习 的 群 组 内

聚力和角色进行分析，验 证 假 设：内 聚 力 和 角 色 结 构 是

决定协作知识建构过程的重要因素

通过实验验证了良性结构设计的在线讨论区能使其

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具备明显的内聚力、 角色和权

力结构，从而使协作知识建构的过程达到高阶思维

使用社群网分 析 了 群 组 中 哪 些 成 员 是 主 要 的 信 息 提 供

者和联络者，使用聚类分析和 C 派系分析研究了群组互

动网络结构的内聚力特征

网 络 协 作 学 习 系 统 的 交 互 应 在 群 组 的 基 础 上 去 考

虑，能够使用 SNA 的计算模型分析和评估群组的互

动网络结构，从而改善现有的网络协作学习系统

张学波[18]

（2009）

分析了 K12 虚拟学习社区各问题讨论式帖 间 的 内 在 联

系，用社群图揭示了其中的知识建构过程，从密度、中心

性、凝聚子群等方面分 析 协 作 知 识 建 构 的 特 征，探 讨 了

在虚拟社区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协作知识建构

①SNA 能帮助了解协作知识的内在建构过程， 揭示

建构途径、建构水平、总体关系指向等特征和建构过

程的关键环节。 ②社群图有利于揭示知识建构的知

识内容间的内在关系， 及时有效地引导讨论进入更

高层次的深入建构， 促进协作小组内知识建构水平

的不断提高

王永固[19]

（2011)

从理论探索、技术开发和教学实践三个层面对协作学习

的互动网络结构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以有效地指导网络

协作学习中互动分析研究

①网络协作学习中的互动网络结构存在五个典型特

征：连通性、密集性、中心性、内聚力和角色空间。 在

此基础上提出分析模型。 ②通过实验研究了互动网

络结构特征与网络协作学习绩效的因果关系

表 2 协作学习的互动网络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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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数量、友情链接、最近来访、最新留言和文章评

论等。
表 3 现实世界的教研协作情况统计信息表

4．数据编码，建立关系矩阵：（1）编码统计：为保

护研究对象的隐私， 我们对各结点按从样本核心层

到外围关联层从 1 开始进行数字排序， 直至编完全

部参研人员。 （2）建立关系矩阵：在关系计算时赋予

各项目相应的整数权重，来表示协作关系的强弱（见

表 4）。 例如：矩阵中某位置数字是 2，则表示该位置

上的两个结点间存在两重关系；若为 0，则表示两个

结点间没有关系。 本研究同等对待各类教研协作关

系和排名，每次都赋予相同权重 1。 （3）矩阵二值化

等处理：适应于某些特殊属性分析的需要，设定规则

将权重值简化为 0 和 1 的新关系矩阵， 或者进行数

据的无向性处理及对称性处理。 （4）分别对现实网络

和虚拟网络进行编码， 再将两张网中的同类结点合

并成整体网，形成混合式教研协作网络。
表 4 数据编码与关系矩阵

（三）建构分析框架，确定社会性网络的 属 性 项

目

运用 UCINET6.0 对所处理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关

系分析，并生成教研协作网络图，主要包括：（1）个性

属性：找到协作网中的核心结点，并进行个体结点的

特征分析。 ①点度中心度：是指与某个结点连接的其

他结点的总数。 数值越大，代表拥有越多的教研协作

关系。 ②中介中心度：是指信息或资源在流通时对于

该结点的依赖性。 该数值越大，则表示该结点的中介

性越强。 ③接近中心性：是指某结点到其他结点最短

距离之和。 数值越小， 表示在网络中越处于核心地

位。 （2）整体属性：发现网络整体特点，并提出改进整

体网络结构的建议。 ①小世界效应：如果具有小世界

效应，那么该教研网络中的教师关系就非常密切，信

息交流通畅。 ②小团体研究：如果协作团体中的一小

群人关系特别紧密，就能结合成一个次级协作团体。
它反映了教师教研协作研究的方向差别， 以及教研

协作关系变化的情况。 ③凝聚子群密度：它是影响教

研协作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凝聚子群的数目、
大小和重叠情况， 可以评估教研协作关系的紧密程

度。
（四）展开网络结构关系特征的总体分析与理论

阐释

运用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分别进行三类协作网

络特征的分析，揭示区域教研协作的总体特征，阐释

促进或不利于区域教研协作的网络结构特征， 探讨

促进协作成效的优化策略。
（五）反馈完善，校正数据，形成可靠的分析结论

结合对区域教研关键人物的访谈征询， 校正和

补充相关信息，修订并完善 SNA 结论。

四、个案分析

广州市天河区小学英语学科组（简称小英组）拥

有近 400 名教师， 在教研员带领下结合网络教研平

台“天河部落”开展了大量的混合式教研活动。 考虑

到社会网络中结点关联的放射性扩大等情况， 本研

究：（1）以小英组为对象，并以教研员 P 老师所带领

的区教研中心组（简称中心组）成员（22 人）为样本核

心层，以中心组成员所涉及的关联教师（现实 76 人、
虚拟 384 人）为外围样本层，进行采样。 （2）用 Excel
对所采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录入， 并采用等权重值的

办法进行关系合成； 之后选取两类网络中结点同名

的 76 个对象等值加权，形成了混合教研网络的协作

关系数据集。 （3）将数据矩阵导入到 UCINET6.0 中，
按分析框架进行可视化结构显示和属性分析。

（一）网络结构图分析

1．各类教研协作关系网络结构图：通过图示化处

理，各类教研协作关系网络如图 2 所示。 其中，以中

心组为核心圈所辐射的现实协作关系达 76 人，虚拟

协作关系达 384 人 （其中有近百个点为非本学科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

1 0 0 0 11 0 0 0 0 5 0 …

2 2 0 0 0 0 0 0 0 0 0 …

3 1 0 0 0 0 0 0 0 0 0 …

4 1 0 0 0 0 0 0 0 0 0 …

5 2 0 0 0 0 0 0 0 0 0 …

6 2 0 0 0 0 0 1 0 0 0 …

7 1 0 0 0 0 0 0 0 0 0 …

8 1 1 0 0 0 0 0 0 0 0 …

9 1 0 0 0 0 0 0 0 0 0 …

1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 … … … … … … … … …

统计表 相应的主要统计项目

合作开课情况
公 开 课 名

称
主讲人

辅导人/参
讲人

所属学科

论著共研情况 题目 第一作者 其他作者
发 表 期 刊/
途径

课题共研情况 课题名称 主持人 参与人
课题来源及

级别

会议共研情况 会议名称 参会人 举办单位 所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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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 总体观察能够看出各类关系图都较为均衡，
体现了一定的网状结构和凝聚特性； 虚拟教研对均

衡整个教研协作关系、 扩大覆盖面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 但是仍然较难看出现实教研与虚拟教研两者的

相互关系，需作进一步处理。

图 2 现实、虚拟、混合式教研协作关系的网络结构图

2．简化的各类教研协作关系网络结构图：为了深

度观测上述网络的关键特性， 我们通过矩阵二值化

处理来筛选出各网络中具有强协作关系的结 点，形

成易于观测的简化图（如图 3 所示），发现它们都 具

有核心凝聚性，但也有差异：（1）现实网络与虚拟网

络的关键结点和可能的小团队中约有半数相 同，两

者之间确定形成了互补性质的影响关系；（2）虚拟网

络重新影响了总体教研协作形态的连接关系， 对形

成较为均衡的混和式教研协作关系有帮助。 （3）结点

1、56、11 在各类网络中都地位突出，有比较强的个性

属性，值得进一步分析。

图 3 三类教研协作关系的网络结构简化图

（二）个体属性分析

表 5 点度中心度数据统计结果（前 10 位）

1．点 度 中 心 度 分 析：使 用 UCINET 的“Network-
Centrality-Degree”功 能 ，能 够 计 算 出 各 教 研 协 作 网

络中结点的点度中心度，如表 5 所示（限于篇幅，只

列 出 部 分 信 息）：（1）1、11、56、19、4、8、20 在 现 实 和

虚拟网络中的协作关系都非常活跃，在积 极 与 他 人

展开教研协作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尤其是 1、11、
56 在各类网络中都是前 5 位，与其他教师发生大量

教研联系，是典型的“社交人物”。 （2）10、6、13 进入

了混合式教研协作网络的前 10 名之内。 但是，10、6
主要是开展现实协作， 而较少开展虚拟协作；13 则

主要开展虚拟协作，较少开展现实协作。 对 他 们 而

言， 现实和虚拟两类教研协作途径之间并 不 同 步，
而是起到了高度替代的功能。 （3）56 （非 小 英 组 教

师，但在各网络中都很活跃）、50（非中心组成员，在

现 实 网 络 中 很 活 跃）的 数 值，超 出 了 中 心 组 成 员 的

平均教研协作点度中心度值，表现出了很 积 极 的 教

研协作行为，值得进行重点培养。 （4）分析混合式网

络的中心组样本，显示结点 9、17、21 的 数 值 远 低 于

平 均 数（排 名 在 50 名 后），教 研 协 作 的 引 领 作 用 较

弱。
表 6 中介中心度数据统计结果（前 10 位）

2．中 介 中 心 度 分 析：使 用 UCINET 的“Network-
Centrality -Freeman Betweenness -Node Betweenness”
功能，能够计算出各结点的中介中心度（见表 6）：（1）
1、56、6、11、5 在现实协作中占据了较多的中介位置，
桥梁作 用 明 显； 11、1、56、22、26 在 虚 拟 协 作 中 占 据

了较多的中介位置，发挥桥梁作用； 1、11、56、22、18
在混合式协作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中介位置。 （2）在

各网络的前 10 位结点中， 有过半数结点不相同，这

说明在现实教研环境和虚拟教研环境中的重要中介

人很不一样，两类环境起到了互为补充的关系。 （3）
1、11、56（非英语教师）都位于各类网络中的前 5 位，
是十分重要的教研协作中介入角色， 对他们为何能

现实网络 虚拟网络 混合网络

结点

编号
中介中心度

结 点

编号
中介中心度

结 点

编号
中介中心度

1 1543.547 11 1313.467 1 1596.150

56 483.648 1 1019.883 11 1366.950

6 460.695 56 709.117 56 775.933
11 401.342 22 655.350 22 743.667
5 251.083 26 306.000 18 497.867
4 245.731 42 278.750 19 434.867
19 245.315 59 269.000 26 341.833

7 193.979 13 250.150 42 334.250
22 190.559 2 226.567 13 302.717
8 154.710 20 186.833 4 206.117

现实网络 虚拟网络 混合网络

结点

编号
点度中心度

结 点

编号
点度中心度

结 点

编号
点度中心度

1 73.000 1 89.000 1 149.000

56 36.000 11 48.000 11 67.000

19 31.000 13 43.000 56 64.000
10 30.000 56 34.000 13 58.000
11 26.000 19 26.000 19 57.000
6 26.000 4 26.000 4 47.000
4 22.000 20 19.000 8 34.000

50 19.000 8 18.000 6 34.000
8 17.000 22 17.000 20 33.000
20 16.000 14 13.000 10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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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要中介性的原因值得深度分析。 （4）中心组成

员 9、10、3 在各类网络中的该项目数值都较低，个别

甚至在前 50 名以外，中介作用非常弱。
3．接近中心度分析：通过对关系矩阵进行二值化

处 理，并 使 用 UCINET 的“Network-Centrality-Close-
ness”功能，能够计算各结点的接近中心度（见表 7）：
（1） 在现实网络中，1、56、11、6、49 能通过较少的路

径同其他教师建立协作，是现实中心人物；在虚拟网

络 中，11、1、56、13、49 能 通 过 较 少 的 路 径 同 其 他 教

师建立协作，是虚拟中心人物；在混合网络中，1、56、
11、13、8 能通过较少的路径同其他教师建立协作，是

混合中心人物。 （2）三类网络的前 10 位结点绝大部

分都相同， 这说明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中的教研

协 作 中 心 人 物 基 本 是 一 致 的。 （3）1、56、11 数 值 最

小， 也代表最为重要， 是协作网中最重要的中心人

物。 结合访谈得知：1 是区小英组教研员（P 老师），能

有效地组织各类教研活动和进行学法 教 法 指 导；56
是区科研办主任（R 老 师），为 小 英 组 的 课 题 论 著 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引领作用；11 是某小学

副 校 长（L 老 师），在 一 线 教 师 中 拥 有 较 大 的 行 政 组

织权力和话语权。 这说明拥有较强的行政权力、学术

实力和教育资源的人员， 在开展教研协作时会具有

比其他参与人更为重要的引领和影响作用。 （4）10、
15、17 的接近中心度数值较高、排名靠后，是教研协

作关系中比较边缘的人物。
表 7 接近中心度数据统计结果

（数值从小排序的前 10 位）

（三）整体属性分析

1．凝 聚 子 群 密 度 分 析：该 项 目 取 值 范 围 是 [-1~
1]，越趋近于 1，则表示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
团体处于分裂状态；反之则表示派系程度最小，整个

团体高度一致。 使用 UCINET 的“Network-Cohesion-
E-I Index”功能，能够计算出现实、虚拟、混合式三类

网 络 的 凝 聚 子 群 密 度 分 别 为 ：0.461、-0.036、0.205。
这说明在现实教研协作中存在一定的小团体， 但数

量并不多；虚拟教研协作的凝聚水平比较均衡，起到

了拓展协作关系的作用； 混合教研协作的总体凝聚

水平较为理想，但也有待优化。
2．小 世 界 效 应 分 析：在 SNA 中，如 果 结 点 间 的

平均距离远远小于网络结点数，则说明该教 研 协 作

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 计算得出现实、虚拟、混合式

教 研 网 络 中 结 点 间 的 平 均 距 离 分 别 为 ：2.971、
3.725、3.630， 因此该网络具有较强的小 世 界 效 应，
而其中现实的教研协作关系更紧密，其小世 界 效 应

（2.971）要 强 于 虚 拟 的 教 研 协 作 （3.725）；虚 拟 教 研

的协作覆盖人数则要多于现实教研网络，符 合 互 联

网的特性。
3．小 团 体 研 究 分 析：分 析 图 3 能 够 发 现 围 绕 教

研员和部分中心组成员形成了少量小团体，能 够 有

效地促进该学科的教研协作：（1） 现实网络围绕 1、
56、4、6、11 形成了小团体，虚拟网络围绕 1、11、13、
19、56 形成了小团 体， 混 和 网 络 围 绕 1、56、13、19、
11 形成了小团体。 （2）结合其他资料，围绕 1（主要

是公开课、教研项目的途径）和 56（主要是指导课题

的途径）形成了两个最大的混和式小团体。 1 所在小

团 体 侧 重 于 学 科 教 法 指 导 ，56 侧 重 于 科 研 方 法 指

导。 并且，56 也同时指导 1，两个小团体之间有多条

路径相互关联。 因此，56 非但没有对 1 在整个中心

组和小英组中的教研权威性造成干扰，而且 发 挥 着

对 1 进行强化的支撑作用。 在混和式网络中，1 所在

小团体能与其他小团体都相关联而不断裂，说 明 全

区 小 英 组 没 有 不 良 的 分 裂 现 象，1 的 研 究 方 向 是 小

英组教研工作的主流导向。 （3）除了特殊的 56，所有

小团体的凝聚结点都是中心组成员。 这说明尽管在

小 英 组 中 存 在 着 其 他 协 作 活 跃 或 中 介 性 较 强 的 教

师（26、42、49、50、59），但他们仍然 没 有 成 为 强 有 力

影 响 的 凝 聚 人 物。 中 心 组 现 有 人 员 虽 然 不 完 全 理

想，但其总体结构对全区小英组所发挥的指 导 作 用

值得肯定。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 SNA 方法应用于分析信息化环境中的区

域教研协作关系，构建了立体化的综合分析框架，并

结合图示化处理和属性分析等剖析区域教研协作网

络的总体结构、关键结点和系统状态，形成了以下重

现实网络 虚拟网络 混合网络

结点

编号
接近中心度

结 点

编号
接近中心度

结 点

编号
接近中心度

1 129.000 11 164.000 1 121.000

56 150.000 1 165.000 56 145.000

11 164.000 56 175.000 11 150.000
6 170.000 13 179.000 13 150.000
49 170.000 49 182.000 8 155.000
13 176.000 59 191.000 4 159.000
4 177.000 25 193.000 19 159.000

12 179.000 8 195.000 49 161.000
7 181.000 4 195.000 6 161.000
2 181.000 2 198.000 2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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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论与建议：（1）通过立体整合“现实教研协作网

络”与“虚 拟 教 研 协 作 网 络”，并 构 建 相 应 的 SNA 分

析框架展开三类网络的比较分析， 能够深度分析信

息化环境中区域教研协作的社会网络关系， 具有实

用性和创新性。 （2）天河区小英组的教研协作状况比

较健康： 该团体中的虚拟教研对现实教研起到了有

益的互补作用，扩大了协作覆盖范围；整个混和式教

研 协 作 网 络 具 有 比 较 理 想 的 凝 聚 水 平 和 小 世 界 特

征； 围绕教研员和中心组成员等所形成的小团体能

够相互联结，有益于促进该学科教研协作的发展；该

教研协作网络中出现了关键结人物， 这对于活跃协

作气氛，吸引和凝聚各种弱链接结点，形成具有教研

活力的协作团队具有积极作用。 （3）建议进一步完善

小英组的教研协作结构： 首先建议强化该学科中心

组建设， 促进中心组成员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

同时积极开展教研协作活动； 其次要提升结点中心

度的总体水平， 关注形成各种更多的可视化教研协

作成果；再次要优化协作网络的覆盖范围，引导更多

的离散结点或弱链接结点融入到教研协作 网 络 中，
形成更好的影响辐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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