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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境学习理论提出知识具有情境性、学习具有实践性,为工程硕士工程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提供了新

视角。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提供经验性知识,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催生学习行动,实践共同

体创造了身份建构的条件,学习型课程有利于默会知识显性化。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工程硕士工程实践教

学体系构建由“四个阶段”构成:创设情境阶段设置具有思考空间的“任务链”,合法的边缘性参与阶段明确问

题解决任务,参与实践共同体阶段关注劣构问题解决,总结评价促进默会知识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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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国
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抢占科技制高点成为各

国博弈取胜之道,而其关键在于高素质的工程科技

人才。工程硕士作为高层次的工程科技人才,是国

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不仅需要具备创新思维

能力,更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工

程硕士自1997年设立以来,主要以培养在职人员为

主。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

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工程硕士,允许应届本科毕

业生报考。然而,应届本科毕业生没有相关的工程

实践经历,缺乏对行业生产、工作要求及流程的理

解,无法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也难以将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与管理中[1]。因此,提高工程

硕士具备的工程实践能力成为工程硕士培养的重要

任务之一。《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对
实践教学提出具体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

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

毕业生的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1年。”[2]然而,实
践教学该如何实施、如何提升工程硕士工程实践能

力,如何保证实践教学效果,文件并没有予以明确规

定。工程硕士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及实践教学实施还

存在着些许问题,本研究从情境学习理论出发对这

些问题予以回应,以构建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工程

硕士工程实践教学体系。

一、工程硕士实践教学的审思

(一)我国工程教育中的工程实践

工程教育是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实现知识与应

用整合的过程[3]。工程实践作为工程教育的基石,
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是工程科技人才

培养不可或缺的环节。随着“回归工程”理念的提

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基金建立工程研究中

心,鼓励学生在真实的项目中拓展实践经验[4];
《2020工程师》(TheEngineerof2020:Visionof
EngineeringintheNewCentury)研究报告将实践

经验作为“2020工程师关键特征”之一[5]。美国工

科院校开始实施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如麻省理工

学院的“本科实践机会计划”。我国于2017年开始



实施的“新工科”建设,旨在培养实践能力强、能够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创新性工程科技人才,对
工程及工程实践的重视推向新的高潮。然而,工程

性缺失和实践教学薄弱是我国工程教育长期存在的

问题[6]。
提升工科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一直是工程教育

界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议题。“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通过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解决工科学生到

企业学习和实践的问题[7];“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为实践教学研究提供平台。然而,随着时代发

展,工程实践环境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面临的要求

已经发生变化,培养能够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应对未来产业发展挑战的

重要目标。工程教育界需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认识工

程实践,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以提升工程科技人才的

工程实践能力。
(二)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教学再认识

实践性作为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要求和

本质属性,工程实践能力是核心能力[8]。然而,由于

工程硕士培养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能力鸿沟”使
得工程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一直饱受诟病,工程实

践教学也面临着合理性的质疑。工程实践教学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教学内容“失真”,主要表现为工程硕

士在脱离生产实际的环境中进行工程实践或以校内

实习代替校外工程实践[1]。从情境学习理论来看,
工程硕士对知识的习得取决于知识所处的情境,而
脱离实际生产的实践教学传授的是教师抽象概括的

知识,从而使真实情境中的情境知识被过滤[9],进而

限制了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脱离实际生产的实践

教学使工程硕士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发现所学知识并

不能完全解决其面临的待解决的工程问题,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教师缺乏具体的工程实

践经验,将工程实践理解为单纯的解决技术问题,忽
略了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其他限制因

素,从而使其实践教学缺乏真实情境中的限制因素。
其次,工程实践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充满不确定性因

素的迭代过程,不是以理论知识为主线的单一线性

过程,不按照既定的顺序开展。最后,工程实践的核

心在于社会互动[10],而脱离实际生产的实践教学使

工程硕士缺少与具有实际生产经验的工程师、行业、
客户等社会群体的交流、合作及沟通。总之,脱离实

际生产的实践教学缺少真实复杂的情境,只满足了

工程硕士的认知能力及知识需求,却偏离了工程实

践的实际需要。

随着新工科的建设与推进,强化实践教学,重视

工程硕士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然而,工程实践教学

并非简单的增加工程硕士的实践时长与频率,而是

与之相关的多方面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改

革。因此,如何基于情境学习理论构建工程硕士工

程实践教学体系是本研究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情境学习理论视域下的工程实践

(一)情境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

情境学习理论从人类学视角解释学习的本质,
由莱芙和温格(Lave& Wenger)在知识转型的背景

下提出,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学习理论的

研究热点。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在参与实践的

过程实现对知识的理解,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学习的

实践性及活动的协商性,认为学习不仅是个体的意

义建构过程,更是社会性、实践性的参与过程[11]。
情境学习理论解释的学习包括四个要素:社会实践

与社会生活,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实践共同体,学习

课程。
第一,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在人类学家的研

究视野中,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是由于对“学习”概
念的不同理解而提出的。在人类学家看来,在日常

生活实践中,没有一种特殊的“学习”,只有根据文化

背景的差异而不断变化的参与性实践活动,日常生

活中的参与是在实践中改变理解的过程,即学习。
学习被理解为是“现实世界中的创造性社会实践活

动中完整的一部分”,是“对不断变化的实践的理解

与参与”。[12]第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合法的边

缘性参与”本身不是一种教育形式,更不是一种教育

策略或教学技术,它是一种分析学习的观点,是一种

理解学习的方式。换言之,其本身就是学习。这意

味着,不管何种教育形式为学习提供情境,或者是否

存在何种有特定意图的教育形式,通过合法的边缘

性参与进行的学习都会发生。[12]第三,实践共同体。
实践共同体包括了一系列个体共享的、项目明确的

实践和信念以及对长时间追求共同利益点的理解,
实践共同体不是因为某一任务简单将多人组合,而
是通过共同体的参与在社会中给学习者一个合法的

角色或真实的任务。在实践共同体中,情境是真实

的,与日常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学习者是具有共享

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真实任务的共同体成员;学习者

的身份是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学习者从合法的边缘

性参与者逐步转变为共同体中的核心成员,从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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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专家。[12]第四,学习课程。学习型课程具有

情境性,是实践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具有极强的生成

性,随着共同体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课程的新目标、
新内容不断生成,从而使整个课程的实践与发展成

为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12]。
基于以上分析,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过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在实践共同体中获取知识与技

能并建构身份的过程。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提供经

验性知识;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作为一种学习方式赋

予工程硕士一种“合法的”身份;实践共同体在为工

程硕士提供学习情境的同时,为身份建构创造条件;
学习型课程具有情境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实现默会

知识显性化。四要素相互作用,促成情境学习,如图

1所示。

图1 情境学习理论构成要素

(二)情境学习理论视域下工程实践的本质特征

依据情境学习理论,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为工

程硕士提供参与实践的情境,在参与工程实践的过

程中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逐步融入实践共同体,
即实现由边缘性参与逐步进入实践共同体的核心,
获取专业知识及技能并建构身份,从新手逐步转变

为能胜任工作岗位的、具备工程实践能力的工程师,
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情境学习理论视域下工程硕士

工程实践能力形成示意图

工程硕士具备的工程实践能力作为一种综合能

力并非简单的动手操作能力,其所具有的特点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境性。工程硕士实践学

习所处的真实情境直接决定着其学习成果的产出,
进而影响其工程实践能力的形成。在真实情境中,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互动将其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

为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的核心

在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与问题所处的情境直接相

关。对于工程硕士而言,无论是否具有工程实践经

验,真实的情境都有利于处理非预设性的问题,形成

解决实际情境中工程问题所需的能力。第二,社会

性。情境学习理论提出学习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化的

参与过程。工程硕士参与工程实践的目的在于培养

符合社会需求的工程实践能力。社会化参与过程也

是工程硕士与工程问题所处客观环境交互作用的过

程,在工程硕士体验、感知社会性的工程实践时,社
会也会按照其发展需求进一步塑造工程硕士所具备

的工程实践能力。换言之,工程硕士所具备的工程

实践能力形成过程也是其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建构专业身份。第

三,动态性。工程实践能力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对工程

硕士所需能力要求不断变化,只有学习并掌握新兴

技术才能胜任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实践

和生活的变化为工程硕士实践学习提供的真实情境

在不断发生变化,所处的实践共同体也并非一成不

变,从而使其在工程实践中获取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其形成的工程实践能力。

三、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工程硕士

工程实践活动类型

依据情境学习理论提出的知识具有情境性及学

习具有实践性,以“情境性”和“任务性”作为构建工

程硕士工程实践活动类型的两个维度,绘制“情境—
任务”分析框架,将工程实践活动分为四类,具体如

图3所示[11]。情境性指工程实践涉及到的场景及

载体,任务性则指工程实践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及实现的目标。

图3 工程实践活动模型“情境—任务”分析框架

高情境—高任务型活动的实践过程以工程实践

任务和待解决的问题为主导,是在工程实践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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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亲身实践解决问题的过程。由于这种实践具有

较高的情境性,决定了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面临的

是不确定的任务及劣构问题。劣构问题(又称非良

构问题或结构不良问题),是指有多种解决方案、多
种解决途径的问题,其组成部分较难把握,解决问题

所必须的概念、规则和原理有不确定性[13],常见于

生产实践中或特定的情境中。劣构问题的解决过程

中,待解决的任务数量不确定,为解题者提供的有利

信息不完整或模糊[14]。工程硕士在此类工程实践

活动中,受问题所处具体情境的影响,解决问题所需

的各要素相互作用,从而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
因此,解决此类问题需要整合多领域的知识。另一

方面,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为工程硕士提供了具有

实际意义的任务,有利于激活工程硕士掌握的理论

知识和已有的工程实践经验,进而促进知识的迁移,
提升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能力。

低情境—高任务型活动的实践过程有明确的任

务,且多为抽象、简化的问题训练。由于此类实践活

动的情境性不高,决定了其面临的问题多为良构问

题。良构问题即有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其初始状

态、目标状态、操作以及问题解决方法是明确的,可
以利用一个定义良好的途径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

的[15]。良构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问题转换并形成解

题技能,但这种技能的迁移只能在遇到类似问题情

境时实现。这一类型的活动多经过结构化的学习任

务或解决良构问题实现对具体知识的学习,多出现

在理论知识巩固环节,在工程实践中出现不多。
低情境—低任务型活动以教师为主导,实践过

程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缺乏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
主要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习者则处于被动的接受

知识的地位。这种教师主导的学习活动虽然在工程

硕士的工程实践中较少出现,但依然具有重要的作

用,尤其是在工程实践的尾声,在教师的引导下对工

程实践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反思,明晰理论知识与工

程实践的差距,为进一步的理论学习提供指引。
高情境—低任务型活动是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

境中完成难度系数不高的任务。这一类型的活动多

发生于多样化、真实性较高的实践情境中,但是任务

简单、开放且不唯一。这一类型活动涉及的知识能

够直观的表现,学习者通过合作或自主探究能够解

决问题、完成任务,多用于背景知识的引入或学习情

境的建构。

四、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工程硕士

工程实践教学设计

依据情境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本质为情境学

习的工程实践包括创设情境、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参
与实践共同体、总结评价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各

自的活动类型。其中,参与实践共同体这一阶段,工
程硕士不仅实现了由边缘性参与向中心参与的转

移,获取了知识和技能,而且实现了身份建构,这是

工程实践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劣构问题的

解决是核心。因此,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工程硕士

工程实践教学设计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工程硕士工程实践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设置具有思考空间的“任务链”
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首先有赖于问题的设置。

工程实践教学中的问题解决关键在于结合问题所在

的情境,帮助工程硕士明晰问题已知的条件,联系已

有的工程实践经验及掌握的理论知识,构建解决问

题的方案。设置具有思考空间的“任务链”要求教师

在工程实践教学中设置高情境、低任务型活动,即在

多样化的情境中解决开放式、探究性的问题,而非封

闭式、有唯一标准答案的问题,旨在帮助工程硕士在

工程实践初期构建学习或帮助教师引入工程实践教

学所需的背景知识。
(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明确问题解决过程中

的任务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一种学习方式,是工程硕

士参与工程实践的初始状态,在获得参与工程实践

的合法身份后,部分或边缘性的参与工程实践,随着

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增加,参与程度逐步增加,直至充

分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以低情境、高任务型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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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解决问题贯彻始终。问题解决的关键在“思维”。
因此,明确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任务有利于工程硕士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实现。
迪克、特罗夫等认为问题解决过程包括四个阶

段:理解问题、表征问题、解题方案设计、总结与反

思[16]。首先,工程硕士应理解并提取问题。具体而

言,工程硕士需要明确教师所设置问题的情境,明晰

该情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哪些信息,并采用适合自

己的方法将有用的信息加以整理与分析。如,根据

已有的信息利用所掌握的知识与经验将非结构性的

问题进行转化,以有利于下一步的行动。其次,表征

和分析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问题、做出假设,即工程

硕士从教师提供的工程实践情境中厘出具体的知识

点,并将问题简单化,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预

设方案。再次,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施关键在于工程

硕士调用已有的知识与解题技能,实现原有知识、技
能与待解决问题的高度融合,即找到合适的解题策

略并运用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完成工程实践任务。
最后,总结与反思要求工程硕士对解题过程中所需

的知识、技能与已有知识、技能之间的差距进行反

思,这既为工程实践教学后续行动提供指引,也为工

程硕士的学习指明方向。
(三)参与实践共同体:劣构问题解决

实践共同体为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提供与日常

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的、真实的情境,为工程硕士获

取工程实践知识和技能、建构身份创造条件。在实

践共同体中,以高情境、高任务型活动为主,核心在

于通过解决劣构问题提升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能力

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关于劣构问题的解决

过程,Sinnott将其划分为表征问题、解决问题、监控

和评估三个阶段[17];Jonassen则提出七个阶段:阐
明问题空间及限制条件,识别和阐明各利益相关者

的观点,生成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案,通过构建论据评

价问题解决方案,监控问题空间并选择问题解决方

案,实施和检测问题解决方法,评价及调整问题解决

方案[18]。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设计参与实践共同

体阶段的工程硕士工程实践教学(基于劣构问题解

决的工程实践教学)具体如图4所示。
(1)阐明问题情境。劣构问题产生于特定的情

境之中,决定着该类型问题的解决必须具备真实的

任务情境。因此,解决劣构问题首先应分析问题所

处的情境,主要关注情境为问题解决提供的信息及

影响问题解决的情境限制因素。阐明问题情境帮助

工程硕士明晰领域知识,有利于实现解题技巧及知

识的迁移。基于此,工程实践教学设计需要在阐明

问题情境的环节列出待解决问题所涉及到的情境信

息。同时还应关注工程实践活动与情境的关系,帮
助工程硕士在参与工程实践过程中实现学习与活动

的有意义融合。
(2)介绍问题限制条件。劣构问题界定不明确、

目标不明确、解决方法不唯一,决定了其问题解决需

要考虑限制条件或必须满足的需求。因此,劣构问

题的解决方案是基于特定的问题情境或满足特殊需

求的基础上设定的。基于此,工程实践教学设计应

向工程硕士介绍待解决问题的情境限制条件并思考

各种需求对方案选择的限定性。
(3)设计学习案例。案例学习有利于情境感知,

是劣构问题解决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案例是对

一个复杂情境的记录并将真实的生活引入课堂,从
而可使教师和全班学生对之进行分析和学习的工

具,它可使课堂讨论一直围绕着真实情境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19]。一般来讲,一个单独的案例能够为

工程硕士提供一种特定的情境,帮助工程硕士在分

析案例和讨论中获得工程实践经验。设计学习案例

的关键在于为工程硕士提出真实性的问题,即具有

情境性、富有挑战性、能够解决的问题。由于工程硕

士学习具有的特殊性,在设计学习案例时应避免追

求面面俱到的、单一的大案例,特定情境的小案例更

有助于工程硕士的知识和技能迁移。在工程实践教

学中,还应对劣构问题进行因果分析,因为因果分析

的过程需要工程硕士明晰问题解决过程所需的信息

加工条件并思考多种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案,还能为

工程硕士提供解决问题所需的认知思维模式。
(4)支持知识库的构建。设计学习案例后,教师

要引导工程硕士识别案例中待解决问题的相关观点

和意见,即问题相关的知识、经验,或通过证据、说明

对问题加以解释。对工程硕士而言,先前具备的工

程实践经验是解决劣构问题最有价值的资源。工程

实践教学过程中解决学习案例中的劣构问题要在尽

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帮助工程硕士综合运用多方

面的知识。通过多方面知识的分析揭示待解决问题

的复杂性,进而建构有用的知识结构。因此,工程实

践教学应尽可能的激发工程硕士关于待解决问题的

多种观点或意见。
(5)支持观点的构建。从本质上讲,劣构问题是

辩证的,是基于不同假设或相对立的观点来寻求解

决办法的。因此,无论工程硕士选择何种问题解决

方案,都应该明晰不同方案的详细内容以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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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工程硕士形成的观点是其获取待解决问题

相关知识的最好证据。支持观点的构建实质是开发

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激发工程硕士的发散性思维或

反思性批判思维,帮助工程硕士在反思问题求解的

过程中认识问题的本质。因此,工程实践教学应该

致力于帮助工程硕士对待解决问题的本质及解决过

程进行反思的判断。
(6)评价问题解决方案。劣构问题多样化、不确

定的解决方案决定了其评价应分类进行。在考虑解

题过程及结果的同时,对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评价与

反思。评价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方案是否解决

了问题? 问题是否是在情境限定的条件下解决的?
反思则聚焦于问题解决方案是否符合特定的情境或

满足用户的需求? 问题解决方案是否涵盖问题的全

部内容? 工程实践教学中对问题解决方案的评价分

两类,一类是成功的问题解决方案,这类问题解决方

案则进入反思、优化阶段,在对问题解决方案反思的

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然后进入下一轮的问题解决过

程;另一类是失败的问题解决方案,当出现这种情况

时,则进入反思、调整环节,对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关

键点进行反思,寻找问题解决的“故障点”,然后进行

对应的调整并重新检测问题解决方案[20]。
(四)总结评价:促进默会知识显性化

从情境学习理论来看,大量默会知识的产生为

问题解决提供了支撑。默会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又难以通过语言

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镶嵌于

工程硕士工程实践活动中,在行动中展现、被察觉、
被意会[21]。工程实践教学要通过工程实践活动促

进工程硕士的默会知识显性化。从默会知识的本质

来分析,旨在提升工程硕士的理解力,以实现领会问

题、调取经验、充足经验、知识建构的内化。因此,工
程实践教学设计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

工程硕士已有的默会知识设计工程实践活动,实现

已有经验与学习任务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选择合

适的方式将默会知识外面化,如工程领域常用的图

纸、符号等可视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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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fferenceinCo-existence
———AStud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fromthePerspectivesof

TeachersandStudentsRespectivelybasedonaUniversitySurveyinGansuProvince

ZHOUYe,ZHANGRui,LIUXin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Thispaperexplores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fromtheirperspectivesrespectivelybased
onthequestionnairedataandinterviewrecordscarriedoutatuniversitiesinGansuProvince.Thefindingsshowthat:thestatus
quooftherelationshipisgoodingeneral,thesupervisorsfeelmoreoptimisticaboutthecurrentsituation,whilestudents
expectamoreharmoniousrelationship;intermsofobjectivefactors,thegradeandthenumberofpostgraduatesunderthe
guidanceofasupervisorhave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ntermsofacademicrelationship,the
communicationinitiativeofsupervisorsisstrongerthanthatofthestudents,andbothsideshave"one-wayexpectation"for
eachother;intermsofemotionalrelationship,bothsidestrytobecloser,butthinkthattheidealstateis"affinityata
reasonabledistance";andintermsofmoralrelationship,therecognitionofthemoralqualityofteachersandstudentsasa
groupbysupervisorsislowerthanthatbypostgraduates.Basedontheoutcomesfromtheresearch,thispapersuggeststhat
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shouldbemadeintoaharmonious"academicfield"inthetransition
from"responsibleforoneself"to"responsibleforeachother";atwo-wayemotionalconnectionshouldbeestablishedin"real
dialogues" 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anda moralcommunityshould becultivatedtorealizecommon
understandingofvalues.
Keywords:supervisor-studentrelationship;supervisor’sperspective;student’s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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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nstructionofthePracticeTeachingSystemforEngineeringMastersbasedonSituatedLearning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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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225002,Jiangsu,China)

Abstract:Thesituatedlearningtheoryproposesthatknowledgeissituationalandlearningispractical,whichprovidesanew
perspectivefortheimprovementofengineeringpracticeteachingsystemforpostgraduatesinengineering.Socialpracticeand
lifeprovideexperientialknowledge,legitimatemarginalparticipationcanberegardedasawayoflearningtofosterlearning
action,thepracticecommunitycreatesconditionsforidentityconstruction,andlearning-focusedcurriculumisconducivetothe
explicitrealizationoftacitknowledge.Theconstructionofengineeringpracticeteachingsystemformastersofengineering
basedonsituatedlearningtheoryconsistsoffourstages:thesituationcreatingstagethatsetsthe"taskchain"withthinking
space;thelegitimatemarginalparticipationstagethatdefinesproblem-solvingtasks;thepracticecommunityparticipating
stagethatfocusesonthesolutionofill-structured(ill-defined)problems;andthesummaryandevaluationstagethatfacilitates
explicitrealizationoftacitknowledge.
Keywords:situatedlearningtheory;masterofengineering;engineeringpractice;practice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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