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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指导，通过调研和案例综合分析在线学习过程中内容、工具、情境交

互的影响要素，探究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教育平台的设计策略，为在线教育平台的体验设计提供指导。

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探析分布式认知理论介入在线教育平台体验设计的特征和优势，采用问卷法和访

谈法进行用户调研，明确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学习的影响要素。其次，对 Coursera 平台进行案例分析，

将各要素分布到各自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最后提炼出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教育平台的体验设计策略。

结论 所提出的设计策略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促进深度交互的协同工具和建立互惠共享的社交行为等设

计方法，能够满足在线学习用户的学习需求，解决其学习自主性不高、沟通协作效率低等问题。 

关键词：分布式认知；在线教育；体验设计；设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12-0365-0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12.046 

Design Strategy of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GAO Xue, JIANG Xiao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distributed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ele-

ments of content, tools, and contextual interaction in the online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surveys and cases, 

explores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design strategies from the distributed 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design for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s guide.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distrib-

uted cognitive theory involved in the experience design of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s are explor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user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 methods to clarify the 

influencing elements of online learn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Secondly,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ra platform i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elements distributed into their respective contexts; fi-

nally, the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y under the distributed cognitive perspective is 

refined. The proposed design methods such as visual knowledge mapping of design strategies, collaborative 

tools to promote deep interaction, and social behaviors to establish reciprocal sharing, can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online learning users and solve their problems of low learning autonomy and low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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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线教育平台已经成为辅助学习的重要

工具，在线用户数量以及在线教育平台的种类和数量

持续增长。在线教育事业逐渐向多维度、深层次、个

性化、细分化的方向发展，但还存在着学习者学习自

主性不高、缺乏课堂参与感、协作交流少等问题。分

布式认知理论强调认知的分布性，从系统的角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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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在认知过程中工具、情境、内容等交互活动与个

体认知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强调认知活动中各要素相

互作用来支持个体认知的发展，为在线教育平台的设

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分布式认知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赫钦斯最早提出了分布式认知的

概念，即认知具有分布性。有学者认为，认知活动依

赖于情境中所有要素的共同运作[1]。唐艺等[2]提出，

个体认知是分布式认知的核心，分布式认知活动中各

要素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个体认知的螺旋发展。该理

论给设计者提供了系统性的研究视角，旨在将研究者

的分析单位，从头脑中参与认知活动的个体转向外界

环境中参与认知活动的个人[3]。 

早有学者将分布式认知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领

域中，将分布式认知理论引入线下课堂学习活动分析

设计中，认为不仅要关注学习内容和教学工具的设

计，而且要关注学习环境中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交流活

动，这给课程学习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4]。贺晓

娟[5]将分布式认知理论应用于网络学习实践中，将分

布式认知的个体、媒介、环境、文化、社会等要素与

分布式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者、教学组织者、学习资源、

协作工具、学习情境等要素建立起了映射关系。从交互

内容、交互行为及交互环境 3 个维度，将网络学习平

台的活动分为内容交互、工具交互、情境交互，提出

了分布式网络学习环境中促进协作学习的策略，见图

1。然而，以上研究都没有从设计的角度对如何通过

分布式认知理论来优化网络学习实践体验进行详细

的描述。 
 

 
 

图 1  分布式学习环境下协作学习交互过程模型 
Fig.1 Diagram of interactive process model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a distribu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2  分布式认知理论介入在线教育平台设计

的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教育市场逐渐下沉，未 

来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目前，在线教

育平台还存在用户学习自主性不高、缺乏课堂参与

感、学习者协作交流少等问题。与线下学习相比，在

线教育缺乏及时沟通与现实监管，教师难以把握学生

的真实学情，学生之间的竞争压力也被削弱，因此，

用户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在线

教育平台很难与学员建立起信任关系，交流协作效率

低下。 

分布式认知理论倡导通过知识表征、社会情境等

因素，来提升学习者的思维能力。以分布式认知为理

论基础，来分析在线教育平台对学习者认知的影响，

能够给设计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分布式认知理论改

变了用个体头脑内部的表征过程来研究认知过程的

方式，通过合理规划认知各要素之间的交互活动，强

调参与认知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6]，为解决在

线教育平台碎片化、虚拟化的学习环境造成的学习者

学习自主性不高、沟通协作效率低等问题，带来了新

的设计思路。 

3  在线教育平台用户体验问题洞察分析 

通过网上问卷和线下访谈，获得用户体验问题的

数据，从而探究在线学习交互活动中各要素对学习体

验的影响。此次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 434 份，其中男

生占 44.1%，女生占 55.9%，调研对象覆盖本科、研

究生各个阶段的大学生。 

调查结果显示，56.50%的受访学生认为学习资源

质量是在线教育体验的首要影响因素，其中 33.67%

的受访对象认为课外拓展资源不足，27.52%的学习者

认为课程学习难度不适合，25.63%的学习者认为课件

吸引力较弱。42.4%的受访对象认为在线学习课堂氛

围单调无趣，导致学生活跃度不高，因此，对学习积

极性的调动作用较弱。47.51%的学生认为课后答疑、

学习方法指导频率一般，课后练习的布置频率低，使

学生容易对学习与作业内容产生困惑。38.24%的学生

认为社区社交低频、回帖意愿低。结合调研结果和用

户访谈内容，将在线教育过程分为学习前、学习中和

学习后 3 个阶段，通过用户旅程图对交互活动中的问

题进行归纳整理，见图 2。 

根据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协作学习交互模型，笔者

将调研的用户体验问题归纳为 3 类，并以此分析在线

教育平台交互过程中影响用户体验的要素，见表 1。

从表 1 可知，在交互过程中，学习资源的内容质量、

在线视频的社会交互、内容的知识结构关系和学习资

源的界面设计会影响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学习

体验。工具交互过程中包括辅助学习工具、协作交流

工具和学习反馈工具等影响要素。情境交互是学习者

之间的交互环境，涉及社区社交环境、学习协同社群

和在线学习社交行为等影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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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线教育平台的用户体验地图 
Fig.2 User experience map of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表 1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学习交互 

过程的影响要素分析 
Tab.1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online  

learning interactiv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分布式认知视

角下交互活动 

用户体验 

问题罗列 

交互活动影响 

要素分析 

学习者与学 

习内容交互 

学习课程难度不适合； 

课外拓展资源不足； 

课堂趣味性不高； 

界面设计不合理 

学习资源的内容质量

在线视频的社会交互

内容的知识结构关系

学习资源的界面设计

学习者与平 

台工具交互 

缺乏实时监督； 

协作沟通效率低； 

课后答疑不及时； 

自我管理能力差 

辅助学习工具 

协作交流工具 

学习反馈工具 

学习者之间 

的情境交互 

社区互动低频； 

协作交流互动少； 

缺乏课堂参与感； 

回帖积极性低 

社区社交环境 

学习协同社群 

在线学习的社交行为

 

4  在线教育应用设计案例研究 

为了保证在线学习交互活动中的影响要素在真

实的设计实践中都有所印证，以国外典型的在线教育

平台——“Coursera”为研究案例，探讨分布式认知

理论在在线教育平台设计中的应用实践。Coursera 是

目前世界上较大的在线教育平台之一，可以使学生通

过自主学习课程获得相应学科的结业证书。目前平台

的注册用户已超过 3 000 万，提供超过 2 000 门课程。 

4.1  学习者与学习的内容交互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交

互受到学习资源的内容质量、在线视频的社会交互、

内容的知识结构关系和学习资源的界面设计等因素

的影响。个体认知是分布式认知的核心，因此，对学

习者的目的和需求进行学习资源的设计，是在线教育

平台设计的第一步[7]。 

Coursera 平台在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信息技

术、数学、语言学习、艺术人文、商科等热门领域拥

有大量、优秀的课程资源。学习材料主要包括视频、

阅读材料、评分测试、练习测试等形式，见图 3。授

课老师会根据学习者的真实水平，为学习者提供包括

人、书、文章、网站链接等内容，并为学习者提供可

拓展性的学习材料，促进其个人知识的建构。课程材

料将系统化的知识设置为阶段化课程，当学习者查询

想要学习的课程时，根据不同形式的学习材料能发现

知识的关联性，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知识框架。从界面

设计来看，Coursera 平台的视觉元素具有一致性，标

题、导航等内容清晰可见，有利于学习者的使用，没

有过多的视觉干扰，符合学习者的认知需求。 

Coursera 平台基于人文关怀和情感需求，以教师

主导的课程内容进行设计，在线视频中会出现授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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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oursera 平台首页和选择课程页面 
Fig.3 Coursera platform homepage and course selection page 

 
师与线上学习者进行互动的场景。授课老师的授课风

格、语言和教学行为都会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

国内的在线教育平台中，在线课堂的学习材料大多是

纯粹的屏幕录制，仅出现知识点而没有授课教师，缺

乏课堂的互动性，难以建立学习者的信任感，因此降

低了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8]。有的视频是录制线下授

课的视频，画面中会出现授课老师。传统线下授课面

对的是线下的学生，而在线授课面对的是屏幕之外的

学习者，并没有针对在线学习人群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设

计。Coursera 平台上的课程对在线教学进行了优化，比

如精心设计的幻灯片、适合移动学习的短视频、课程录

制的现场操作示范，以及视频播放途中的问答测试等。 

4.2  学习者与平台的工具交互 

工具交互过程包括辅助学习工具、协作交流工具

和学习反馈工具等影响要素。分布式认知理论倡导为

个体之间提供相互协作交流的工具，以降低环境中个

体认知的认知负担[9]。在线教育平台中学习工具的设

计，应该更有效地支持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活动，更多

关注学习者之间与平台的相互交流协作，而不仅是学

习结果的导向。 

Coursera 平台提供界面友好的协作交流工具，包

括公告、论坛、在线笔记和实时聊天等，同时提供异

步文字输入和文本编辑。在线协同讨论能促进学习者的

自我管理和认知发展，使其共享在线课程的集体智慧。 

Coursera 平台按周来组织课程内容，精确细分每

周的学习课程材料。课程作业有明确的建议截止时

间，学习者必须在截止时间前上交课程作业，才能计

入学习分数。平台提供辅助学习工具，例如书签、支

持设置时间提醒的日历等，见图 4。学习者可根据自

己的时间规划，来设置提醒自己学习和提交作业的时

间，这不仅可以使学习者养成时间规划的意识，而且通

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可以形成自主学习的动力。 
 

 
 

 
 

图 4  Coursera 平台设置时间提醒页面 
Fig.4 Coursera platform set time reminder page 

 

平台设有 2 种学习结果反馈评价方式，一种是系

统根据练习测试直接打分，另一种是学习者之间相互

审阅评分，见图 5。系统对学生者提交的编程练习和

测试练习进行自动打分，学生之间互相评分需要学生

首先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然后可选择其他同学的作

业进行审阅打分。Coursera 平台针对学习结果评价方

式，给予学习者充分的自主权，让学习者之间相互学

习沟通，增加学习的自主性，淡化传统课堂中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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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权威，让学习者之间通过相互审阅的方式互相学

习，增加了学习知识的途径，激发了学习者的参与积

极性，最终形成了知识的循环转化。 
 

 
 

 
 

图 5  Coursera 平台作业互评页面 
Fig.5 Coursera platform job evaluation page 

4.3  学习者之间的情境交互 

情境交互是学习者之间的交互环境，涉及社区社

交环境、学习协同社群和在线学习的社交行为。在分

布式认知理论中，当一个群体的成员相互协作时，会

产生新的认知，团队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使他们能

够持续监督，并优化彼此的表现，最终影响学习者对

学习过程的认知[10]。 

Coursera 平台上创设以学生为主体的自由讨论

的学习环境，并通过设置论坛、学习社群，使所有学

习者自由分享观点。Coursera 平台将同一时间注册了

同一课程的学习者划分为一个学习社群，因为他们有

共同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进度，更容易信任彼此，所以

更愿意交流沟通与课程学习相关的话题和进度，监督

彼此共同进步。学习者在论坛上发表问题，后来的学

习者通过论坛与前面发表观点的学习者进行互动，

从而为后来的学习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话题观点。

Coursera 平台的版块设置包括论坛和周论坛，学习者

可以在论坛上谈论与课程学习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谈

论学习感悟、兴趣话题、生活场景等问题，或是相互

沟通了解认识的空间。周论坛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交流

反馈的直接论坛，根据课程划分的周期分为多个周论

坛，学习者们可在周论坛上交流遇到的学习问题和想

法，从而帮助学习者解决问题。 

5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教育平台的体验

设计策略 

通过对内容交互、工具交互、情境交互等影响要

素的分析，结合 Coursera 平台案例分析，代入具体的

语境中进行逐一设计分析，最终提炼出分布式认知视

角下在线教育平台的体验设计策略，见图 6。 
 

 
 

图 6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教育平台的体验设计模型 
Fig.6 Experience design model of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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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于内容交互的设计策略 

5.1.1  提供优质的个性化学习资源 

在线教育平台的课程内容，虽然是每个课程的授

课老师预设好的内容，但与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存

在矛盾，在整体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在不同学习

阶段形成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与授课老师预设

的目标不一致，但其实都是基于学习内容而建立的。

在线教育平台很难评估不同学习者之间的能力差距，

如果提供难度一致的学习资源，可能使能力较强的学

习者，会感受到内容简单枯燥。提供难度等级不一、

时间跨度不一的课程，可以使不同学习者找到符合自

己需求的课程[11]。在线教育平台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

源，更容易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想要学习的课程，按照

自己的能力匹配适合自己的学习阶段，从而实现个人

有意义的知识建构。 

5.1.2  可视化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指可视化学习内容的结构关系，能帮助

学习者快速定位，引导其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平台提

供系统化的知识地图，系统化的知识点结构关系，有

利于学习者通过自我探索，了解大量知识的上下文与

含义，并有利于学习者形成结构化的知识框架。学习

者可以独立建构自己的问题解决模型，以加深其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使学习过程更加有意义，而不仅仅是

学习内容的单向灌输。 

5.1.3  重视教师角色 

在虚拟的学习环境中，要重视教师对系统化知识

传递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和学习

积极性。在传统线下课堂中，学习者与老师之间可以

直接进行互动，学习往往更具趣味性和吸引力。在线

学习是以个人为主的自我学习，缺乏监督和互动，学

习者很容易失去学习兴趣。目前，在线课堂的大部分

学习材料只是展示知识点或提前录制好的知识讲解

视频，缺乏与在线学习者的实时互动和反馈，仅仅是

知识的单向传递[12]。随着直播的兴起，在线课堂不仅

可以直播在线老师的学习视频，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

的实时留言功能与学习者交流互动，增加了学习者参

与协作活动的归属感，加强了课堂的趣味性，提升了

学习者的学习参与度。 

5.1.4  提升界面设计质量 

界面设计应符合学习者的学习认知需求，优质的

界面设计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效率，能减少用

户的探索时间，降低其外部认知负荷。设计元素应尽

量排除与学习资源无关的内容，界面布局统一，内容

结构化，给学习者提供简洁有序的阅读界面。 

5.2  基于工具交互的设计策略 

5.2.1  提供促进深度交互的协同工具 

学习过程中要善用协作工具，帮助学习者提高协

作学习的效果，对学习进度进行实时、动态的支持，

从而提高学习者之间的协作质量，激发学习者的参与

感[13]。局限于文字传达的片面协作交互会导致在线交

流协作的浅表化，降低学习者互动的积极性。即时通

信及在线协同笔记等学习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即时

分享观点、交流学习心得，获得更深层次的交互，营

造学习的沉浸感。 

5.2.2  建立多元评价机制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工具强调建立多元评价机

制，从而培养良性的学习习惯。平台采用授课老师评

价、学习者自我评价以及学习者之间互评的多元评价

体系，能够促进知识的循环转化，并促进学习者之间

的交流和分享，有利于大家取长补短。任何有意义的

活动都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学习的发生，评价本身

不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促进学习的记录。 

5.2.3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管理工具 

学习过程中提供促进个性化学习的工具和方法，

可以培养学习者良性的学习习惯。例如学习笔记、学

习记录、时间提醒等方式，方便学习者随时编辑查看

学习进度，合理规划学习时间，激发自我效能感。这

样的设计一方面给学习者一种可控感，可以引导学习

者达到期望的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学习者通过时

间规划，将学习任务设置成阶段性的目标，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促进自主学习。 

5.3  基于情境交互的设计策略 

5.3.1  建构群体知识图谱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在线教育呈现出社会

化的特征，不同学习者之间进行的评论、点赞、分享

等活动，都是社会化互动下情感需求的体现。分布式

认知理论重视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学习效果的

影响，通过构建群体知识图谱来促进知识共享。群体

知识图谱指在线教育平台通过不同的学习话题和活

动来建立移动学习社群，在社群中学习者可以组建共

同的目标形成学习共同体，在协作交流中获得成就感

和自我满足感[9]。 

平台可以利用学习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来激起学

习者的好胜心，促进学习者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从而

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14]。通过排行榜、奖章等方式来

呈现学习成果和进度，利用排名方式抓住学习者的竞

争心理，激发学习者的好胜心。在线教育平台中设置

分享社交应用的功能，学习者可以将学习成果和进度

分享到朋友圈或分享给好友，通过学习者之间的社会

互动来满足学习者的社交需求，从而提高在线教育平

台的用户黏度。 

5.3.2  引导建立互惠共享的社交行为 

在线教育平台中，授课老师和学习者都处于相对

分离的时空中，学习者无法及时与授课老师在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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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也不能与其他学习伙伴实时沟通学习进

展。在线教育平台需要创设互惠共享的学习环境，增

设互动交流的学习场所，如论坛、学习社区等。学习

者之间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交流学习进度和学习

问题，授课老师、学习助手、学习者也可以在论坛中

进行互动交流，增强了学习者参与互动交流的积极性。 

6  结语 

在分布式认知视角下研究在线教育平台的体验

设计，能更系统地了解在线学习中各要素的交互作

用。通过调研明确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学习过程中

工具、情境、内容等交互活动的影响要素，以 Coursera

平台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将各要素分布到各自的语境

中逐一进行设计分析，提炼出设计策略。这些都为在

线教育平台的体验设计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对在线

教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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