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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线异步视频学习存在的问题

异步学习的优势 开放、时空灵活、多媒体支持的丰富资源

异步学习的问题 视频学习区：资源指向⼈的单⼀交互 

论坛评论区：异步反馈下难以建立双向、动态交互

解决思路 如何创设异步学习的“准”同步？ 

打造视频学习与评论交流动态耦合的环境 

把握在线学习中“交互”的核⼼点 

理论：设计理念 

实践：面向问题和用户体验的迭代



文献综述｜交互设计框架

• Garrison的探究式学习社区CoI：认知存在、教学存在、社会存在（资源、教师和学⽣三要素） 

• 穆尔Moore的学习交互理论：学习者-内容、学习者-教师、学习者-学习者三个⽅⾯ 

• 陈丽(2004)交互层次塔中的信息交互：学⽣和资源的交互、学⽣和教师的交互、学⽣和学⽣之间 

• 学习者、教学者、学习内容、媒体环境始终是教学系统的四⼤关键要素(何克抗, 2010）



文献综述｜有效交互策略

学习者与内容交互

• Mayer的多媒体认知：控制冗余、形象在屏、原⾳呈现 

• 视频时长安排：6分钟之后学习者的投⼊将⼤⼤降低(Guo，2014) 

• 在线学习集体注意⼒流⽹络：学习者的注意⼒约以26%的速率逐

级消耗，考虑将重要知识内容安排在视频开始阶段，⽽⾮传统
由简⼊难的⽅式（张婧婧，2019）

学习者与学习者、教师交互

• Garrison提出的COI探究社区框架：教学、认知、社会
• 基于论坛、讨论区的社交互动对学习者表现产⽣了积极影响； 

• 通过记笔记、补充资源和练习题等提升学习者认知排练、阐述
和组织的元认知策略 

现存疑惑

• 多以孤⽴式的单⼀策略被研究：实践中的设计成本与⽤户体验？ 

• 多是基于已经成型的平台展开，⽽缺乏从0到1 的平台搭建过程以及

持续的迭代和探索 ；
• 通过搭建和迭代平台的过程提供理论和实践层⾯系统化设计的经验



平台介绍｜迭代过程

1.0版本最初用作实验的研究平台，验证了基于超视频的“准”同步交

互对增强社会临场感、降低认知负荷的重要作用 

2.0版本通过NLP学习等多个实证研究收集学习者的反馈对平台做

测试改进 

3.0版本则正式投⼊实践，作为面向康奈尔⼤学《自然教育》等国

内外学习者的开放课程平台。

平台链接： https://aiaction.bnu.edu.cn/ 

注册后需邀请码⽅可加⼊课程

https://aiaction.bnu.edu.cn/


迭代总览

维度 核⼼组件 1.0版本 2.0版本 3.0版本

学习 
活动

观看视频 链接感知机制
发布评论后内容⽂本下⽅的

浅⾊提示“x分x秒”
发布评论后评论框右上角的⿊⾊

提示“x分x秒”
发布评论时“确定”按钮旁“在x分x

秒处发布”

添加注释 视频时间轴节点
圆点表示评论节点 

颜⾊区分评论发布主体

条形图Bar表示评论节点，⾼度
表示评论数量 

不区评论发布主体

条形图Bar表示评论节点 
可链接的视频粒度更为精细

评论互动 评论区
评论可回复 

每条评论均以弹幕视频飘过
区分评论和笔记 
区分评论和弹幕

消息盒⼦实时弹出 
评论回复层级折叠 

每条评论下设置回复框

学习 
支持

认知支持 专家评论提示
专家评论对应的视频时间轴

节点用红⾊突出表示
视频播放⾄专家评论对应 
时间节点强⾏停⽌视频

设置教师评论分区 
视频下⽅增加“重点片段” 

展示教师截图以提醒内容重点

情感支持 评论标签反馈 评论不分类
增加评论标签（图标） 

增加评论排序选项 
（按发布时间或视频位置）

更新评论标签类别 
（认知：重点、难点） 
（情感：困惑、⽆聊等）

系统支持 课程体系建设 只有视频组件 更为友好的用户界面
增加⽂字和问卷组件 

增加课程目录和导航栏 
增加学习仪表盘



学习活动｜观看视频

链接感知机制设计：“准同步”构造⽅式

我们发现学习者⼀开始在观看视频时，往往不会采取评论⾮线性跳转的⽅式

“略过前⾯的讲解直接看重点会担⼼⾃⼰听不懂”、“不太习惯这样跳转式的视频学习” 

因此在每个版本的实践中，我们都会提前对被试⽤户进⾏跳转操作的演示和培训。

3.0: 评论时播放会暂停：留给学习者思考的时间、评论与此刻时间点强关联，提升准确度



学习活动｜添加注释

视频时间轴节点：“准同步”构造⽅式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需要积极地与学习客体进⾏互动 

尝试其整合进自⼰已有的知识框架，在同化与顺应的平衡中更新自⼰的认知图式（何克抗，1997） 

操作层面：通过自主地添加视频注释，学习者能够实现与学习内容的深度交互，比如反思、阐释和比较等，建立新旧概念之间的关联 

已有研究也证明了评论、书签和注释功能可提升在线学习者的学习投⼊⽔平(KLEFTODIMOS A, EVANGELIDIS G, 2016)



学习活动｜评论互动

评论区设计：侧重用户体验

同伴评论中提供的信息和解释，对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
[25]，能够促进认知冲突的发⽣[26]与共同意义的形成。 

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学习者往往缺乏在线交流的动机和积极性。  

对14名学习者的 

半结构化访谈编码结果

有学习者反映存在弹幕过长影响观看体验、评论过多不愿意看等问题 

3.0版本中我们尝试将弹幕和评论分开，并且限制弹幕的字数，超出30

字的弹幕会自动转换为评论，不会漂浮在视频画面中 

评论回复也采用类似论坛的层级呈现⽅式，提供收起和展开回复的按

钮，节约了评论区的空间，也便于同⼀讨论主题下知识⽣产线索的追踪 



学习支持｜认知支持

专家评论提示

专家评论的作用
有效学习发⽣的关键在于抽取学⽣的前概念并激发新旧概念之间的认知冲突，从⽽促进先前经验到科学认识的概念转变 

超视频平台中，我们通过添加专家评论为学习者提供认知支持，专家评论可以起引导、提示和点拨的作用

教师评论引⼊的带动作用 仅靠评论⾼亮和带图评论不⾜够引起学习者注意：重点片段功能



学习支持｜情感支持

情感标签反馈

情感学习
情绪表达可以用来增强⼈际关系和促进社会互动。设置情感标签选项⼀⽅面是为了丰富评论内容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

交互，另⼀⽅面也是收集⼀定数量的学习者标签数据以准备未来建设⼈机协同的交互学习平台。 

后续的开发设计中将尝试采⽤⼈⼯智能中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式，

借助朴素⻉叶斯（Na6ve Bayes）、最⼤熵（Max Entropy）、⽀持
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等模型来对评论⽂本进⾏分类。

抽取关键特征，训练学习者的智能情感识别模型，根据评论标签中

对学习者情感状态的监测，设计并提供针对性的反馈 



学习支持｜系统支持

课程体系建设

情感学习
超视频平台还支持学习者元认知层面的自我监控和反思，这表现在平台课程体系和学习记录呈现的系统性支持。在线

学习中学习者的自我调节能⼒⾄关重要，会显著影响其学习成效和学习投⼊(ALEMAYEHU L, CHEN H-L, 2021)



总结｜回到交互设计框架

• 学习者与教学要素（学习内容、学习者、教学者）之间的信息交互是在

线视频学习平台交互设计的核⼼，具体表现为平台作为技术环境可支持

的学习活动与可提供的学习支持。 

• 学习者与媒体界面的操作交互是实现信息交互的基础，我们将之归于平

台的易用性，与平台的媒体界面设计和用户使用习惯等因素有关。 

• 学习者新旧概念之间的交互是平台交互设计的最终目的，也是指导和评

价有效学习是否发⽣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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