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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博客与教育的关系，探讨了博客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笔者认为博客作为互联网时

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必将影响我们的教育，催生新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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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互联网的信息海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

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将信息转化为知

识。只有人们将在信息海洋中构建的知识进行共

享，互联网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博客的出现，标志着

互联网从传统的信息共享开始过渡到思想共享，互

联网真正开始凸现其无穷的知识价值。博客现象已

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必将影响我们的学习方式、教学

方式，甚至是教育理念。

" 博客与教育

网络上博客的兴起，可谓近年来全球互联网文

化领域最重要的现象。 “博客中国 -博客 01234 /”于

.$$. 年 + 月在中国率先引入博客理念。博客就是网

络曰志：通常由简短的、经常更新的帖子构成，这些

帖子按照年份和日期倒序排列。做博客，并不需要

专业的计算机知识。

博客主要的应用有三方面：一是新的人际交流

方式；二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过滤和知识管理与

积累；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表达与传播出版，达

到深度交流沟通的网络新方式。

博客现象的发展，尤其是博客展示出的巨大的

传播力量，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博客内容往往超

越信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是信息共享向思想共享

和知识共享转变的标志，将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学习

型社会自然地演进。博客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上的更

新，不如说是一次学习方式的变革。博客的兴起，对

应着全球范围内知识社会来临的背景。博客行为及

所秉承的一系列思想和规则，给教育带来了各种各

样的影响和冲击，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网络文化现

象。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知识共享方

式，博客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学习习惯，对传统教育

教学方式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也使得更多的教师、

学生和管理者在思维和表达方面站在了更加平等的

地位，使得师生及更多的管理者可以更加自由、更加

无拘束地参与到学习、研究和管理中。

. 博客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应当看到，博客引入教育领域，仅仅为人们提供

了一种工具，这种技术怎么用，关键看使用者有没有

思想，有什么样的思想。博客除了技术方式，什么都

没有为我们提供，它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全在于我们

怎么使用它，让它干什么。技术只是工具，关键是使

用技术的人要有思想，你有什么思想，技术就为你做

什么样的服务。总的来说，博客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有以下几个方面：

.5 " 教师对博客的应用

- " /利用博客进行辅助教学

博客可以辅助课堂教学，发布教学大纲、教学进

度、教学辅导、平时作业等教学信息；可以进行答疑

辅导等教学活动，启发与跟进学生学习思维与过程，

加强学生参与教学的程度 -以学生为中心施教 /；对

学习者的作业进行批改并给予必要的指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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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并参与学习者之间的讨论，在解决问题中学习

等等。在博客中，教师的参与应当是适度的，首先给

予学习者一个充分表达、争论和反思的空间，只有必

要时才给予最少的指导。

# $ %教师个人信息的管理和发布

教师可以把自己的教学思维过程，教学资源的

搜集和整理过程与学生共享，体现博客 “过程共享”

的特点；也可把对教材及相关资料的处理、向学生布

置的课外作业及解答等放入自己的博客之中；也可

以通过博客进一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个性

化的个人博客，使博客既可以成为一个完全属于个

人的动态信息资源库，具有查询和归类的功能，也可

以使博客成为进行教研的基地，与大家共享。

$& $ 学习者对博客的应用

# ! %学生认知心理的学习工具

博客天然具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建构

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

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它人 #包括

教师和学习伙伴 % 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

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

学生的学习是主动的建构知识和主动学习的过程。

博客在教育中的应用，记录了学生的想与思，体现了

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和成长轨迹，也可以用来积累

材料以备日后查找和应用的方便。这一切也正体现

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旨。

# $ %在线学习笔记

博客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提供写与录的平

台，供人们去记录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写下自己的感

想，抓住一瞬间的思绪。在写与录的同时，人们会积

极地调动自己的想像力和判断力，在写的过程中提

高语言表达能力。博客已经成为在线学习的好帮

手，通过共享资源，使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更具有意

义，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经

验，随时可以查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博客作为新

型的在线学习笔记，给我们 #教师、学生、管理者 % 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感受。

$& ’ 管理者对博客的应用

教育者作为教育群体、学习群体和管理群体，应

该建立学校博客系统，将博客应用同管理相结合。

通过建立学校自己的博客系统，可以形成学校统一

的博客门户。一方面有利于树立学校的形象；另一

方面可以统一对外进行宣传。通过这种集群效应，

更有利于学校和个人的对外宣传、交流、建立协作

群。通过建立学校的博客系统可以更有利于学校对

博客内容的引导和管理。学校才算是真正有了属于

自己的场地。场地里面的服务内容和方向完全由学

校自己来确定。这样才能真正地让博客成为学校的

一个现代化、人性化、信息化的管理工具。通过建立

学校自己的博客系统，可以实现以学校为单位进行

授权管理，纳入学校教学管理的范畴。所有教师、学

生都是实名制的，应用范围 #包括发布人和浏览人 %
是可定义的，系统管理员对其帐号进行相应的开放

审批，设定权限。通过这些手段，加强学生和教师工

作的管理。通过学校的博客系统可以实现校园门户

的作用，在上面可以发布学校相关的通知、公告、校

务信息等等。由于大家经常关注和维护自己的博客，

所以博客门户上的信息相比传统网站而言，更容易

受到大家的关注。可以更方便地建立博客群组，按照

系部、年级或者研究方向将老师的博客联系在一起，

更方便大家的学习和交流。

’ 反思博客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工具的使用要注重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的

表达，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技术的复杂程度，不能指望

博客解决教育教学的所有问题。博客跟其它网络教

学工具一样也存在一些相类似的问题：在互联网这

个信息的海洋中如何有效引导学生在网上的学习活

动与学习行为( 如何达到高绩效学习( 如何进行管

理(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 ! 博客具有很强的个性化

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适合用博客进行教

学和学习。不要无限夸大博客的作用，否则会使使用

者产生抵触情绪。

’& $ 培养博客使用者的信息素养

这不仅是指信息技术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信

息批判思维能力。

’& ’ 博客的撰写贵在坚持，重视思想和内涵

开“博”易，能坚持做博就不“易”了。在“博”的过

程中，搜集知识是一方面，培养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

独立思维能力，记录自己的学术观点，反思自己的学

习，形成思想的积淀并且坚忍不拔是非常重要的；同

时与大家共享交流，切记不要形成“信息孤岛”。

’& " 教育博客的管理

对博客一定要坚持严格的管理。建立博客群的

管理组织网络，使自主性与规范性相结合，同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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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培训和技术保障工作。不妨以活动促发展，辅

助以良好的奖励制度，持续推进博客的进程。

" 结束语

博客应用于教育教学，对于教师而言，博客的过

程主要是整理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对于学习者来

讲，博客的过程主要是学习者个人构建自己的知识

体系的过程。当然，在博客的过程中，教师也在不断

地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学生也在不断地整

理自己获得的知识。博客在教育中的应用将会延伸

到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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