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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ebQuest 教学模式自引入我国以来，其研究、推广和实践已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WebQuest 设计应

用发展状况如何？实践探索中有哪些经验或教训？网络探究教学应该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实施？对近年来国

内WebQuest 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案例的广泛调查和统计分析表明：WebQuest 及网络探究教学的深入发

展需要有关人员面向学生发展，更新教育理念，走出技术误区；立足实践探索，关注学习过程，灵活应用

模式；改变管理理念，调整评价机制，完善信息化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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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信息化和新教育理念的发展需要新的教学方法支持。美国学者B.Dodge和T.March1995年提出的

WebQuest教学模式的适时引进，正契合了学校基于网络环境来开展探究学习的需求。从2001年底“惟存教育”

网站将WebQuest教学模式系统地译介到我国以来，教师和研究者们对WebQuest寄望甚高，有学者甚至称它为

“信息化教学的新利器”。[1]许多教师依据这种方法建立了自己的WebQuest课程网页，并在学校教学中开展了

相应的实践探索。WebQuest教学模式引入我国数年之后，其应用和发展现状如何？实践中取得了哪些经验？又

存在哪些问题？网络探究学习的应用发展前景如何？本文在对相关案例和文献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并

通过对一些教师的访谈调查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调查样本的选取与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共搜集各类WebQuest设计案例和应用文献329份，其中中小学案例304份，高/职院校及其他25

例。设计案例主要来自国内相关教育网站，而文献案例则取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截至2005年4月，利用

Google搜索引擎以“WebQuest”为关键字检索到国内设计案例283个，其中“现代教育实验室”网站102个、

“惟存教育”网站59个、罗湖教育信息网24个、“钟声教育”11个、“史海泛舟”11个、“有行教育”9个、

“新视界”教育网站6个。在中国期刊数据库以“WebQuest”为主题共检索到相关文献83篇；从对这些论文的内

容分析来看，其中46篇属具体应用类，34篇属认识讨论类(无应用实践)，另有3篇与主题相关性不强。我们对46

篇论文中的应用学案和互联网上获取的283个设计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内容包括地域分布、学科分布、学段分

布等，如图1、图2、图3所示。 



  由于WebQuest教学应用对网络软硬件环境以及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所以WebQuest设

计与应用案例的分布情况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从所搜集样本的总体来看，样本案例涉及北京、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四川、广西、云南、重庆、山西、陕西等24个省市区，其中仅广东、上海、福



建、江苏、山东、浙江6省区案例就已占样本总量的75%。分析原因则可能是这些地区网络环境设施建设情况优于

中西部地区，教师、学生个人拥有电脑及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也比较高，而且网络教学培训和应用实践开展得相对

较为广泛，因而这些地区的设计或应用案例的比例自然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搜集的样本案例来看，WebQuest设计与应用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小学，占所获案例总数的91%，师范院校

及职业教育案例仅占9%。从学科分布来看，样本中的WebQuest案例涉及语文、历史、数学、信息技术、研究性

学习、自然、物理、政治、生物、体育等17个学科，但其学科和学段分布差异也很明显。其中，设计或应用较多

的学科分别是小学语文、高中历史、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活动、小学数学、科学课、社会课、初中

语文等学科。这可能是由于语文、历史、研究性学习以及科学、社会等学科综合性较强，而且网络资源相对丰

富，因而适合利用WebQuest开展探究式学习。而初中、高中阶段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应用偏少，一方面

是由于这些学科内在体系紧密，教学倾向于追求逻辑性和条理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这类学科网络资源不够

丰富，因而影响了网络教学的设计应用。 

二、WebQuest教学模式的实践意义 

  由于WebQuest提供了易于掌握的结构模型和清晰的课程开发流程，所以它为广泛推广和利用提供了便利。

许多教师在尝试利用WebQuest模式开展网络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反思与总结，都取得了各种有益的经验。

WebQuest教学模式在我国教学领域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使网络探究活动被初步引入到学校教学过程之中 

  由于早期网络教学的应用尝试通常仅将网络作为知识内容、教学讲义或各类习题的展示平台，新技术并没有

被用来促进新的学习方法，所以，网络对中小学教育并未产生深层影响。而教师在探索WebQuest模式的应用过

程中，却逐步将网络探究方式引入到了学校和课堂教学过程之中。在WebQuest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

资源来拓展课程内容，利用任务驱动将学习过程从课堂延伸至课外，利用网络通讯使学生与社区、专家或校外人

士建立起有效的交流与合作渠道。网络信息表征与组织方式、各类数据库信息资源以及网络交流与沟通方式等可

以为探究学习提供适宜的信息环境，网络搜索引擎、问题解决工具、网络通信交流等可以为探究学习提供认知工

具支持，各种创作工具和信息发布方式也可以帮助师生方便地将学习结果展示出来。 

  (二)利用WebQuest引导并培养学生网络学习的思维方式 

  通过WebQuest开展探究学习的经历、体验和过程、对培养学生由被动到主动、由封闭到开放、由独立到合

作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在WebQuest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在教师引导下，逐步从初始的不习惯、有

依赖性到慢慢独立，学会自己分析、思考、判断与合作。有教师经过实践认为，基于网络的探究学习使学生在思

维的条理性、信息筛选和判断能力、小组合作与竞争意识以及增强责任感等方面都能得到锻炼;[2]也有教师实践调

查表明，WebQuest对不同智能类型、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适应性也更广泛，学生认为最有价值的学习方式依次

是“课题研究—论坛讨论—网上阅读—网上搜索—在线测试”。[3]这不仅表明信息化环境中的学生已能接受网络

探究学习方式，而且在网络探究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思维也正在发生转变。 

  (三)WebQuest影响教师的教学观念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调查表明，在设计WebQuest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网络信息环境不仅拓展了教师

的视野和思路，也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许多教师在访谈中认为，运用WebQuest的过程其实也是一

个自身不断学习和发展的过程；设计WebQuest时，教师必须到网上冲浪，寻找自己可用的在线资源，以便把学

科范围内的资源进行整理或再组织。虽然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它并不能一蹴而就，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

自觉地接触了大量信息，进而影响了自己的教学意识和观念。[4]尽管其间有传统教育思维与现代教育理念冲撞所

带来的困惑、失败或痛苦，但“实践—反思—再实践”的探索过程却能使教师不断获得专业提升与自我发展。[5] 

三、当前WebQuest设计应用存在的问题 



  从2004年开始，我们先后与济南、青岛、淄博、泰安、日照等地一些使用过WebQuest模式的中小学教师进

行了交流访谈，并通过email、BBS、Blog、QQ等媒介方式与一些活跃在网络上的中小学教师或教研人员进行过

交流或讨论。调查访谈和文献及案例分析表明，当前WebQuest的设计与应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设计多，应用少，缺乏网络探究学习环境的支撑 

  在中国期刊网所检索到的83篇主题文献中，有46篇(55%)涉及具体应用实践；而从网上所搜集到的283份

WebQuest设计案例中，却仅有不足10%的案例体现出应用信息，其中大部分案例多属教师在培训过程中的设计

“作业”，因而并无实际应用。访谈调查表明，尽管经过技术或教学培训之后，许多教师都尝试将WebQuest模

式付诸教学实施，但限于资源、环境、管理和学生的学习习惯等制约因素，真正深入、扎实的应用实践确实不

多。实施WebQuest教学既需要硬件条件、软件资源，也需要提升师生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观念。尽管许多地区的

硬件环境建设已粗具规模，WebQuest教学探索已初步开展起来，但一方面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普

遍存在“重硬轻软”倾向，即便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适用性教学资源匮乏、信息成果共享不畅等环境

问题也依然广泛存在。 

  (二)资源缺乏有效的组织，对探究过程有认识误区 

  案例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教师对WebQuest的资源设计都很重视。样本案例中资源数量10个以上的占

65%，5至10个的占27%。其中39%的案例全部是网上资源链接，61%的案例提供了书籍、图片或音视频资源

等，但却普遍缺乏对资源的有效分类和组织。62%的设计案例只是简单罗列相关资源，26%的案例提供了学习资

源简要描述，仅有12%的案例根据任务或角色对资源进行了相应的分类。WebQuest并不排斥常规信息渠道和其

他学习方式，它基于网络但却需要网络和现实的有机联系。学习资源一方面可以网上获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图

书、音像或实践资料；学习过程可以通过网络探究与合作，但网络探究活动必须与日常课堂学习、面对面交流和

学生生活实践建立密切联系。但在所搜集的WebQuest学案中，却仅有2%的案例提到了调查或走访专家等方式。 

  (三)应用设计模板化，探究目标不适当 

  案例分析表明，许多教师设计WebQuest时，往往只是简单套用模板，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精髓。

WebQuest要让学生应用知识来建设性地解决真实问题，而且问题设计应具有探究性和开放性；教师对过程和方

法也应提出具体的要求或建议。但在所搜集的样本案例中，WebQuest设计往往形似而神非。由于受传统教学思

维惯性的影响，许多案例往往将探究目标定位在事实性知识或原理性知识领域。任务设置偏重知识性目标要求，

不仅对学生缺乏挑战性与吸引力，而且结论唯一的良构问题也无法体现WebQuest探究价值。一些设计很差的

WebQuest只能诱导学生收集大量的杂芜信息，或者对所获得的信息、知识进行一些简单的概括或总结，因而根

本无法引导学生运用高级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这就使得许多地方的WebQuest教学在浅薄的模式套用中逐渐丧

失了它应有的活力。 

  (四)评价形式、内容单一，评价主体不明确 

  WebQuest设计要素之一就是采用量规来考查学生表现。案例统计显示，对学习活动过程进行评价的占

54%，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占74%，而对学习者的态度、体验等进行评价的只有6%。能对以上三项分别进行评

价的仅有2%。在对学习活动进行评价时，虽然大多兼顾了学习过程，但对学习者在过程中的表现多缺乏可操作的

量化指标，因而无法有效地检查或激发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在评价形式方面，采用测评表并提供量规评价的占

61%，只有笼统说明、没有量规的占28%，提供标准化练习或测试的占2%，没有提供任何评价方式的占3%。同

时提供两种以上评价方式的仅有2%。统计结果还显示，多数学案(52%)未提及评价主体。少数案例虽提到学习者

自评、小组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但却缺乏具体措施，因而真正意义上的评价主体多元化很少能得到体现。 

  (五)教师缺乏对探究学习过程的有效指导 

  在WebQuest探究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为学生学习搭建合理而有效的“脚手架”，以引导学生学会合作、

探究、交流以及逐渐掌握问题解决的思维方法。这是WebQuest模式应用的精髓所在。就所调查的设计案例而



言，许多设计并未为学生的探究活动提供有效的支撑。尽管WebQuest设计案例大都链接了许多资源网站，但教

师却没有对学生如何利用资源提供指导，也很少有案例提供学习过程的探究策略、活动机制或协同工具等支持。

受传统学习思维习惯的影响，学生往往试图在信息“海洋”中直接寻找问题答案，而采用复制、粘贴等方法来拼

凑所谓的“探究”报告，从而导致网络学习丧失了“分析—思考—综合—创造”的过程及其探究意义。 

四、网络教学模式的应用发展建议 

  WebQuest教学模式的推广应用虽已初显价值，但从相关案例的调查分析来看，要真正推动网络探究学习的

深入发展，无论研究者还是一线教师，都需要从早期的热情冲动和盲目乐观转入冷静分析与理性反思阶段，以便

能通过反思、总结与调整，来寻求深入开展网络探究学习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一)面向学生发展，更新教育理念，走出技术误区 

  在一些网络教学公开课上，经常见到学生查资料、讨论、交流、展示等活动组织得仿佛热闹非常，但细察静

思则可以发现，教条运用某种模式或方法的教学活动不仅失去了教师的主体意识，而且根本没有体现探究学习的

真谛。信息化教育必须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必须以新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撑，而不能仅靠某种模式的简单运用来

试图解决问题。仅仅套用技术形式或教学模式的外壳，而忽视技术背后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内在的本质意蕴，教学

就容易陷入为技术而技术、为模式而模式的应用误区。事实上，教师是一个主动的实践者与反省者，而不是简单

的技术操作员，只有经过“实践—反思—实践”的不断循环，教师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 

  (二)立足实践探索，关注学习过程，灵活应用模式 

  信息化教学既是对传统教学继承和扬弃的过程，也是对技术环境下的新模式或新方法不断探索与建构的过

程。当前的WebQuest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盲目照搬和机械运用，从而陷入了“邯郸学步”的尴

尬境地。新的教学模式的应用需要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创造性，也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教师要从专家与

权威的话语误区中走出来，立足实际的教学情境，合理借鉴别人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

唯模式是从。教师是教学模式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丰富多变的实践情境是教学模式创新的源泉。教师只有通过自

身的行动和在行动中研究，并学会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运用各种新模式，才能形成适合具体情境的教学“变式”和

独特的教学风格。 

  (三)改变管理理念，调整评价机制，完善信息化学习环境 

  在对待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问题上，教育管理者必须摆脱“唯技术论”的倾向，更多地把技术应用同学校改

革联系起来。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学校只有对现有的教学组织、管理和评价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有效地

利用现代教学技术促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必须改变那种以知识考核为主要指标的教学评价模式，在评

价学生的学习绩效时要更注重学习过程和学生行为、认知发展尤其是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技术的有效应用必须

以更大范围的学校改革为基础，必须逐步完善信息化教学的硬件、软件和制定等全方位的环境建设，技术应用只

有同学校管理和教学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各种教学模式才可能真正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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