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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计算机支持下协同工作 (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 at ive work, 简称 CSCW) 是计

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在高技术支持下的群体协作。CSCW

中蕴含着大量的心理学研究问题。心理学家需要更好地理解群体协作的性质以评估新技术

是否与群体协作相适应, 其研究成果会有助于理解如何构建技术和哪些技术可能成功。本

文首先从分析 CSCW的领域维度入手, 然后讨论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心理学研究问题,

最后简要介绍国外在该领域进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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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机支持下协同工作 (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简称 CSCW) 是八

十年代中期新兴的计算机科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CSCW主要研究在高技术支

持下的群体协作。用于支持群体协作的各种系统主要可分为消息系统或非同步协调支持

系统 ( Asynchronous Coordination Support System ) , 远程电视会议系统 ( Video for re-

mote connect iv ity) , 群体决策支持系统 ( 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 和协同编著系

统 ( Group Authoring System 或 Cooperat ive Writing System)。以清华大学研制的分布式

多媒体协同编著系统为例, 它允许远程的多个用户进行各种媒体的实时交互, 同时编辑

或评论共享窗口中的同一多媒体文档, 最后形成一本电子图书。这些系统的使用将可能

改变组织的社会结构、群体合作的性质和作用、人们的责任和权力关系、彼此的熟悉程

度, 最终影响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例如, 由于电子邮件能快速同时抵达许多接收

者, 因此使用电子邮件在大大增强了许多人进行远距离交流或非同时交流能力的同时,

也将改变组织的文化及其结构。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集体工作的性质以评估新技术的设

计是否与交流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 并发现群体合作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本文将

首先对 CSCW 的领域维度进行界定, 然后提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心理学问题, 最后

将简要地介绍国外 (主要是美国密西根大学) 正在进行的有关研究工作。本文的目的在

于抛砖引玉, 促进对该领域更多更深入的心理学研究。

1) 本文初稿于 1996年 4月 11日收到, 修改稿于 1996年 10月 2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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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CSCW 的领域维度

� � 图 1表示了我们对 CSCW 领域维度和研究问题的理解。如图 1 所示, CSCW 的维



度可划分为工作情景、工作类型、技术媒体、集体特征、群体协作的过程与结果。

图 1 � CSCW的领域维度

1. 1 � 群体合作的情景

Johansen[ 1]从工作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出发划分出合作的四种不同方式 (图 2) :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合作, 同时非同地的合作, 非同时非同地的合作和非同时但同一地

点的合作。不同的新技术可用于支持群体合作的不同情景, 如远程视听电讯系统用于支

持同时非同地的合作, 而电子邮件则能支持非同时非同地的合作。

图 2 � 群体合作的四种情景

1. 2 � 群体合作的类型
McGrath[ 2]将群体合作的类型分为八类: 计划工作, 创造性工作, 智力工作, 决策

工作, 认知冲突的工作, 混合动机的工作, 竞赛、战役, 操作。我们只有理解了人们从

事的某一类工作的细节, 尤其是在其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 以及所使用的成功

的技巧时, 才能更好地设计系统以支持其工作。

1. 3 � 技术或媒体

Clark and Brennan[ 3]提出了在交流中有助于人们相互理解的八种特征并分析了七种

技术媒体分别具有的特征 (表 1)。与此有关的其它特征还包括延迟的时间, 进入早期

内容的容易程度, 信息表征的质和量等。技术媒体在群体协作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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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例如, 视听电讯系统的迅猛发展使得视听媒体在群体协作过程中的作用成为一个

新的研究热点,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视听电讯系统的使用是否真正有助于远距离的群体协

作, 是否影响信息交流的过程和结构。

表 1 � 七种媒体及其特征

媒 � 体 特 � 征 � � � � �

面对面 共同出现, 视觉, 听觉, 共有性, 同时性, 序列性

电话 听觉, 共有性, 同时性, 序列性

远程电视会议 视觉, 听觉, 共有性, 同时性, 序列性

远程计算机会议 同时性, 序列性, 可检查性

录音电话 听觉, 可检查性

电子邮件 可检查性, 视觉可重复性

信件 可检查性, 视觉可重复性

1. 4 � 集体特征

集体既有个体特征也有群体特征, 其中个体特征包括个体不同的知识、技能、态度

以及个性; 群体特征包括个体间相互认识与合作的时间长短 (即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同样

的习惯、期望和知识) , 以及采用什么过程和方式进行组织管理。领导者和参加者的分

工和操作正确与否可能直接影响合作的成败, 而技术媒体的使用可能限制或促进其角色

作用的发挥。完全自由的集体软件, 如 ShrEdit和Aspects[ 4] , 可能更适用于较民主且内

聚力强的集体。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集体协作的长处, 弱点和潜力, 这是指导系统设计

和正确使用系统的关键[ 5]。

简而言之, 逐一分析上述四个方面只是工作的第一步,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发现各维

度间的关系以及深层的因果解释, 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计算机群体协同工作理论。

2 � 与之相关的其它心理学研究

在简要地分析了 CSCW 的四个领域维度中的研究问题后, 我们将讨论与之相关的

其它一些重要的心理学问题。

2. 1 � 群体合作的研究思路问题
群体合作研究思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观点, 认为群体和组织是研究

的对象, 主要研究整体目标、共享观点数量、个体成员间行为协调方式、信息传递、不

同组织形式在协作中的适应程度等。这是组织心理学的观点。另一种思路是自下而上

的, 认为组织是有各种优缺点的个体的集合, 主要考察由一组个体完成的任务, 每个个

体所具有的优点 (如学习能力、觉察错误能力和有效地解决问题能力等) 及限制 (如学

习缓慢、交流过程中的不精确表达、相冲突的动机等)。这种观点强调的通常是微观的

东西, 即个体间表达其想法和要求的方式, 产生误解的原因等, 所关注的工作情景大多

是同步的, 无论是面对面的或远距离的, 都有着共享的工作对象和视听通道, 其理论机

制源于认知心理学和通讯理论。

2. 2 � 人机界面问题

CSCW 的研究大量吸收了HCI 研究的长处, 因为对单一用户界面的大量设计也适

用于集体用户界面。然而, 除了集体和个人工作中都共同出现的人机界面问题外,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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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集体来完成时还出现了大量新问题[ 6, 7]。例如, 与单一用户系统相比, 多用户同时工

作时, 需要有对其他人的 �存在感�。因此, 除了要有适应人的感知运动和认知技能的

交互作用方式和输入输出装置外, 支持群体合作的技术还需要提供合作者的意图和行为

方面的信息。

2. 3 � 物理空间的设计问题

群体合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所处的物理环境。目光的接触和声音的定位可能

影响交流的难易程度; 成员间所感觉到的距离则可能决定交互作用的频率; 噪音、光

线、工作对象的可接触性和清晰度也对合作的成功有潜在的重要作用; 房间的空间安排

则可能影响谈话动力学的某些方面。我们知道举办远程会议的人首选高质量的音响而不

是高清晰度的电视, 这是因为人类谈话行为的严格的时间性[ 3]。

2. 4 � 调查方法问题

关于是否能够或应该在实验室里对群体合作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战由来以久。众所周

知, 人的行为动机依赖于长期的奖励机制, 所在机构的历史等许多方面, 而这些东西是

很难被移植到实验室中去的, 因此, 现场研究一度成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模式。但在实验

室中研究群体合作也有其优越性, 由于要求许多组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做相同的事情, 我

们能比较其工作过程及产品质量。一种可行的方案是进行共轭实验, 即把完整的集体带

进实验室, 使其在固定时间里对一个小范围的但真实的 (非游戏的) 问题进行工作, 从

而将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与有满意效度的生态学研究结合起来。显然, 为了建立广泛适用

和可靠的测量与分析, 我们尚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3 � 国外所进行的有关研究

在美国、日本和欧洲, CSCW 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其活跃的研究领域。密西根大学是

美国 CSCW研究的主要中心。密西根大学的 �电子工作的合作研究� ( Collaboratory for

Research on Elect ronic Work, 简称 CREW) 是一个交叉学科研究群体, 其成员来自心理

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图书馆学及计算机科学, 主要研究群体在新技术手段支持下如

何进行合作以及技术如何能有效地支持群体合作。在美国的 Colorado, M IT , U C-

Irv ine, Georgia T ech, and Arizona 也存在着具有同样或类似研究目标的组织机构。

CREW重点研究新的组织形式的设计以及相应的声音、数据、视像交流的技术, 其研

究人员进行了以下若干项目的研究。

3. 1 � 电子呈递的实验研究
电子呈递的实验研究 (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Elect ronic Submission, 简称 EX-

PRES) 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和发展项目[ 8]。该项目的初始目标是要生

成一个信息技术环境的原型, 允许基金申请者从各自的计算机平台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直接呈交申请报告 (计算机文本文件) , 并允许使用不同计算机平台的评委都能直接

审阅这些报告。这项工作曾面临的最大的技术挑战是生成一个内部操作系统, 从而允许

在各种工作站上使用各种软件产生的编辑文稿都能进行内部交换。EXPRES 最终实现的

目标是建立了一个多媒体系统, 能够传送文本, 图像, 声音到各种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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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协同编著系统的开发研制

协同编辑系统 ShrEdit是 CREW 探讨共享电子空间的初步尝试[ 9]。ShrEdit 是一个

多用户的协同编辑系统, 运行在 Macintosh 上, 有共享窗口、私有窗口和身份窗口, 它

允许几个人同时工作在一个或多个共享的文件上。这种简单的协同编辑系统效果明显,

它允许用户自己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 它也改变了设计人员群体工作的方式, 并使其变

得更好。CREW已经开始研制 ShrEdit的新版本, CREW 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在

联合设计研制运行在 PC机上的中文 ShrEdit。

3. 3 � 自动邮局的实验研究

CREW正在进行自动邮局 ( Automat ic Post Off ice, 简称 APO) 的实验研究以收集

小组设计过程及其结果的信息。实验在不同的技术支持条件下进行, 如面对面的会议,

使用白板或使用 ShrEdit ; 或远程会议, 使用 ShrEdit, 有视听装置, 或仅有听觉装置。

在远程会议的实验中, 三名被试分别在三间屋子里, 各有一台彼此联网的计算机, 通过

使用 ShrEdit 共享一个或多个窗口, 合作完成 APO 设计任务, 合作一个半小时后集体

提交一份 APO设计方案。对小组的设计过程进行录音录相, 再对录音录相材料进行系

统分析, 从而考察其时间分配以及产品的质量在不同技术支持条件下的变化。APO研

究结果表明, 在面对面设计工作中使用简单的共享的文本编辑软件 ( ShrEdit ) 比仅使

用传统的工具 (纸、笔和白板) 工作质量明显改进了, 即有技术支持的实验组比无技术

支持的控制组工作得更好
[ 10]
。

3. 4 � 大气研究的合作

CREW也使用强化现场观察, 将其分析结果反馈进新系统的设计, 并研究新系统

对组织行为的影响。CREW 参加了大气研究的合作 ( Upper Atmospheric Research Co-l

laboratory, 简称 UARC) 项目。UARC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约有 30 个科

学家在这个项目上进行全国性的合作研究。UARC 的计算机系统包括 20个工作站, 分

布在五个研究机构和格陵兰岛。数据能在 5到 20秒内从格陵兰岛传送到任何一个工作

站, 因此, 科学家们在远离格陵兰岛的不同的研究机构能立即读到在格陵兰岛刚刚采集

到的最新数据, 从而能同时在不同地方做实验, 这也免去了科学家冬季长途旅行的辛苦

并节省了旅行费用。在该项研究中, 为了评价计算机科学对科学实践的影响, 行为科学

家正使用物理学家做被试, 试图理解科学家如何工作以及计算机系统如何与他们的工作

相适应。CREW的工作为建立连接各个实验室、控制格陵兰岛仪器的计算显示和传送,

以及集体讨论工具的网络系统提供了依据。

CREW也研究集体使用绘图工具的过程, 以计算机为媒体的集体问题解决过程,

客体指向性软件的设计 ( object-oriented softw are development) , 学习或训练软件的分布

式设计, 数字图书馆用户工具的设计和使用等。CREW 的目标是传播和使用更恰当地

设计的新技术和被新技术所支持的人类群体的新的组织和交流形式。

4 � 结 � 论

综上所述, CSCW中蕴含了极丰富的心理学问题, 对心理学的知识现状提出了新的

挑战。心理学家可以也应该在该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 群体协作比个体工作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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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因此, CSCW不仅要求研究者之间的概念协调和共享其方法和设计, 而且要求较大

的财力支持。此外, 该领域的研究还要求研究者有时间上的保证, 每次数据收集和分析

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我们首先要了解群体协作过程和研究技术基本维度。我们对维度

的术语或分类的共识形成得越快, 完整地描述出每个研究方面 (任务, 集体, 技术, 情

景) 的进展得也就越快, 也就能够更容易地比较不同实验室或研究场所的结果, 并揭示

出相互关系及发展趋势。我们也应该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 通过一个大信息系

统将研究者们联结在一起, 以支持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信息共享。合作技术的研究应该

很好地通过合作技术来协调。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所要求的训练是多学科的, 多学科的

通力合作与相互渗透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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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RESEARCH ON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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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 ive w ork ( CSCW ) is a new topic that blends applied

computer science and cognit ive science. The focus of CSCW is g roup w ork that can be sup-

ported by some kind of technology.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sy chological issues in this

field. Psycholog ist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g roup w ork to evaluate w hether the

new technology f its the group w ork. We found a number of cont ributions from psycholog 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build technolog y and what might be successful. In this pa-

per , we described first the dimensions in this field, some other importat psycholog ical is-

sues, and finally as an example some work done at t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Key words �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 ive w ord ( CSCW) , group work, psych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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