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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客、QQ、微信、社交网络等社会性软件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并在教学实践中起

着积极的作用。社会性软件推动了“人机交互”到“人人交互”的转变。该文主要探讨社会性软件的分类、高校

教师应具备的能力、社会性软件如何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并通过博客、微信、QQ等社会性软件的实际运

用，揭示社会性软件在促进高校教师个人知识管理、教学反思、协作教研等方面所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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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性软件概述

Web2.0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逐渐改变了个人使用
网络和与他人交流的行为。社会性软件是Web2.0的
核心和载体，以即时通讯、博客、Wiki和网络社区
为代表，以基于网络、便于自我管理为主要特征的
社会性软件的出现，为人际交流、合作学习和信息
共享提供了便利条件。

2003年，我国学者开始专注社会性软件的
研究，以毛向辉组织的两次社会性软件的同好会
(BOF)为起点，以博客和Wiki为代表的社会性软件
开始推广应用，在教育领域有很多的大中小学校开
始架设相关服务。

1.社会性软件的定义
(1)国外学者关于社会性软件的定义
William Davies指出：“社会性软件指任何

可以促使团体或者社群沟通和写作的软件”。
Klamma和Chatt i认为社会性软件可以被广泛地
定义为支持数字化社交网络的工具与环境[1]。
Parameswaran和Whinston认为社会性软件可以
被定义为促进集体行动和具有丰富的多媒体信
息交流、聚合知识变革的社会性在线交流的应
用与服务[2]。

(2)国内学者关于社会性软件的定义
毛向辉认为社会性软件意味着“个人带着软

件成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 [3]。庄秀丽博士则认
为社会性软件是以面向个人服务为基础，支持群
体相互作用的软件，通过最大化满足个人服务需
要，实现可能产生的社会群体价值效应[4]。本文对
社会性软件的分类主要基于庄秀丽博士的社会性
软件定义。

2.社会性软件的分类
以开源、共享、协作与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社

会性软件种类繁多，功能强大。从20世纪70年代电
子邮件与即时通讯的兴起，到1996年ICQ诞生，再
到腾讯QQ、博客的广泛应用，社会性软件的范围
在逐渐扩展。我们认为社会性软件的分类主要有以
新浪邮箱、网易邮箱等为代表的电子邮件，以腾讯
QQ与微信、移动飞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讯，以新
浪博客、网易博客等为代表的博客，以腾讯微博、
搜狐微博为代表的微博，以新浪播客、腾讯QQ播
客为代表的播客，美味书签，RSS订阅，以支持多
人编辑与探讨的Wiki为代表的协作学习工具，标
签，资源共享，网易社区、天涯社区等社区论坛，
常用的人人网、QQ空间等社会性网络服务，如下
页图1所示。

* 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公民教育视域的全民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11YJA880011)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高校教师媒介素养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b6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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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专业化发展概述

1966年，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以官方
形式对教师专业化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即“应把教
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
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
的技术。”[5]刘捷认为教师专业化是教师个体专业
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争取教师职业的专
业地位而进行努力的过程[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国发〔2012〕41号)的出台，对于进一步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大报告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指明了方向，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是提高高校教育
质量的根本保证，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必要
条件，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培养，促进高校教师专业
化发展，不仅是高校教师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现
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而且关系到高校能
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是高
校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现实需要。实现高校教
师专业化迫在眉睫。

优秀教师的成长是一个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而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是高校教师专业化的主题和
发展方向。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生发展的根本
保障，是提高高校凝聚力的核心要素，是教育教学

改革的原动力，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只有不断
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才能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的
发展进程。我们认为高校教师应具备先进的教育理
念、丰厚的知识底蕴、教育教学能力、自我反思能
力、管理能力、科研能力、自学能力、信息技术能
力、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如图2所示。

1.教育理念
理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科学、先进

的教育理念是教师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课程改
革、教学改革取得成效的催化剂。只有引入先进的
教育理念指导实践，才能促进教育科学的繁荣，促
进教育的创新，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进程。

2.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教师专业化的前提，教师专业化要

求教师具备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教育教学知识。
3.教学能力
教学能力是教师进行高效教学的核心能力，在

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教师教学能力
的培养。

4.自我反思能力
苏格拉底说：“没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

的生活。”有效的自我反思有利于增加教师实践性
知识与经验，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改善
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5.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是教师综合能力的基础，也是教师必

备的职业素养，管理能力是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必
然要求，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6.科研能力
科学研究不仅是提高高校师资水平的基本途

径、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高校持续
发展的“催化剂”，而且对教师专业化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7.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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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会性软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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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能力是增长知识与经验的有效途径，是
终身学习的客观需求，对教师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高校
教师应该培养自学能力，不断地为自己“充电”， 
增强教育智慧，提高自身素质，促进教师专业技能
的提高，为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8.信息技术能力
信息时代的高校教师应具备网络使用能力、

搜集信息能力、课程开发能力、教学资源库建设能
力、学科软件运用能力等信息技术能力。提高教师
信息技术能力是教育教学改革的迫切需求，是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9.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是教师必备的基本功，良好的沟通能

力是高校教师顺利开展工作、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氛围、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是高校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0.协作能力
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互动研究、思想

碰撞会产生新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策略，有利于提高
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进而加快教师专业
化发展的进程。

三、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

社会性软件促使互联网从传统的“人机对话”
逐渐转变为“人与人的对话”， 开源、共享、协
作与互动的特征使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正悄然
改变着我们的上网习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社
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个人知识管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发展，社会性软

件被广泛应用于知识管理与人际交流。由于社会性
软件具有突破时空限制、技术门槛低、操作简单方
便等特点，高校教师可以运用诸如博客、微博等卓
越的社会性软件随时随地记录学习笔记，对平时积
累的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进行管理与分
类，形成专属的个人知识库，有助于高校教师的个
人知识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2.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教学反思
社会性软件可以帮助高校教师建立电子档案

袋，记录教师的学习、研究、教学等方面的个人成
长过程，教师电子档案袋是高校教师对学术反思与
教学反思的有效工具，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强
有力工具。

3.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形成

教师专业化是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共同发展的
过程，社会性软件学习有利于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形
成，促进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实现本校高
校教师之间、校际高校教师之间、高校教师与专家
之间的自由对话和资源共享，共同促进高校教师专
业化发展，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4.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交流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确保教师顺利开展教学工作
的前提条件，社会性软件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搭建一
个全新的交流互动平台，使师生关系变得平等，教
师可以通过关注学生的博客、微博、QQ空间、人
人网等最新动态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与学习需求，通
过QQ、移动飞信、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与学生进
行心灵的沟通，增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为课堂教学
质量提供有利条件。

5.社会性软件有助于提高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
能力

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要，高校
教师可以利用博客、人人网等收集与整理教学相关
的资源，随需随取，也可以通过土豆网、优酷网等
搜集教学相关的视频，观看国内外优秀教师的公开
课、博客等，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
能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6.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
Web2.0时代下的高校教师应是集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自主学习于一身的研究型教师，而科研
能力是高校教师专业化的基本要求，但高校教师参
加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并不高，尤其是刚踏上工作岗
位的青年教师，他们深感教学压力大，科研知识匮
乏，科研环境欠佳，学术意识薄弱。社会性软件为
高校教师搭建一个互动、开放的信息平台。教师可
以充分利用诸如博客、微博、人人网等社会性软件
搜集、管理科研材料，利用腾讯QQ、微信、移动
飞信等社会性软件与项目组成员开展研讨活动，项
目组成员通过社会性软件可以了解项目的最新动向
与进展情况，也可以掌握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领域与
方向，借鉴他人的优秀研究成果。由此可见，社会
性软件能够促进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

四、社会性软件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
证研究

1.博客的应用研究
博客是继e-Mail、BBS、ICQ之后出现的第四种

网络交流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信息交
流世界，更为我们的终身学习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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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通道。它作为社会性软件的领军者，以操作简
单为根本特征，以持续更新为催化剂，以开放互动
为基点，以展现自我为目的。佳木斯大学部分教师
选用新浪博客、网易博客、搜狐博客等社会性软件
作为个人知识管理与辅助教学的工具，主要用于生
活记录、教育叙事、教学反思、科学研究。

图3为佳木斯大学一位教师的博客，此博客以
“摄影基本技术”课程为依托，设置最新公告、课
程讲义、视频资源、思考练习、作业展示、参考文
献、教研科研、生活点滴等八大模块。

“最新公告”模块发布课程的最新消息与博客
的最新动态；“课程讲义”模块包含课程的主要内
容；“视频资源”模块呈现课程相关的视频；“思
考练习”模块提供一些思考类题目，激发学生智慧
火花的迸发；“作业展示”模块展现学生作品，供
大家交流与评价，避免教师评价的单一性与片面
性；“参考文献”模块主要提供课程相关的文本、
图片、网站等资料；“教研科研”模块用于收藏教
育领域专家的最新动向与进展，教研科研所需的相
关资料，教研科研的记录，便于与项目组成员及时
分享项目的分工、进度、成果；“生活点滴”模块
主要记录生活、学习、教学、科研过程中的所见所
闻、遇到的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教育教学的反思能力。

这位老师这样总结她对博客的认识与感受：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深感博客对高校教师个体
成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从初识到灵活运用，我已经
初步构建了一个专属的知识宝库。我这个博客主要
以我所讲授的摄影课程为主线，设置最新公告、课
程讲义、视频资源、思考练习、作业展示、参考文
献、教研科研、生活点滴等八个模块，主要为学生
展现摄影课程的学习内容，文档、视频等参考资
源，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更好地学习摄影知识。
闲暇之余我便会浏览教育专家与其他院校优秀教师
的博客，了解该领域的最新动向与前沿，与专家和
优秀教师的在线交流，使我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得到及时解决，博客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
也是一个有助于思路清晰的工具，它在无形中鞭策
着我，促使我去思考去反思，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呈现给大家，通过大家的点评与回复，我书写博客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成为我不断成长的原动力。” 

2.即时通信工具的应用研究
微信是介于QQ和微博之间的一个即时通讯工

具，是手机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一
种全新的沟通方式，为社会性软件注入了新鲜血
液。图4为高校师生借助微信这个即时通讯工具进
行摄影课程的课后交流，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教
师与学生正在借助微信的群聊功能展开小组讨论，
此次探讨的议题为“景深的作用”，教师运用文字
对议题进行简明的阐述：“我们对景深的概念有了
一定的了解，对影响景深的要素及其与景深的关系
也有了深入的研究，请大家谈谈景深的作用。”学
生运用文字与声音等形式参与讨论，经过紧张而激
烈的讨论，学生对景深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QQ是我国普及程度最高的即时通讯工具，它
集电子邮件、游戏、音乐、博客、搜索等多种功能
于一身，是师生互动、生生交流、师师研讨的信息
平台之一。运用QQ与学生进行交流，不仅能够及
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近况，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而
且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图5为高
校教师通过QQ为学生解答网页制作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学生利用QQ截图功能，配合文字阐述，使
教师很快找到问题的所在，即学生要把红色背景上
“制作燃烧的火焰字”“甜美色系调色”等文字设
置超链接，但想实现部分超链接有下划线的，其
他都没有下划线的效果，教师给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设置Id，并为Id添加CSS样式，很快，学生
调试成功，教师通过QQ为学生解决问题，减少学
生学习的挫败感，促使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提高
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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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教师个人博客功能模块图

图5 师生借助QQ解答问题图4  师生借助微信进行
课后交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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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完成知识学
习的同时提高知识迁移的能力，增强学生实践应用
的能力。对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评价，不仅有教
师的评价，也有小组内部成员的评价，还有学生的
自我评价。反思是促进专业发展和实现自我提高的
重要手段，师范生非常有必要对自己的学习行为、
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反思，促进教
育技术理论知识的内化。平台为广大师范生和教师
提供了功能强大的讨论交流和自我反思工具，不仅
可以实现同步交流，也实现异步交流。

五、结束语

基于视频案例的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培养，
为师范生提供了真实的教学情景，能够深入分析
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全面学习教师的课堂教学
技能和课堂管理能力，帮助师范生更快掌握教育

学习准备阶段 视频案例学习 讨论反思阶段

课前预习
了解内容
预备技能

分析案例
浏览资源
学习知识

小组合作
交流讨论
课后反思

图3  基于视频案例的学生自主学习过程

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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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作学习工具的应用研究
Windows SkyDrive是由微软公司推出的一项云

存储服务，用户通过Windows Live账户登录，便可
以上传图片、文档等到SkyDrive中。无论何时何地
都可以获取自己在SkyDrive上的图片、文档，还可
以创建、编辑和共享Office文档，并支持多人在线
编辑共享文档。

五、结束语

社会性软件对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有着深远的
影响，不仅能够促进高校教师自身教学能力、反思
能力、科研能力的提升，而且能够挖掘高校教师群
体的潜力，促进教研活动的开展，为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高校师资队伍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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