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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研究是教学研究中重要的内容，课堂教学行为作为教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性、有效性将

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和变革。本研究通过分析当前国内外课堂教学行为的分析方法，以信息化教学环境中课堂教学行为为

分析的出发点，提出课堂教学行为分析系统（TBAS）及系列方法，选取来源广泛的课堂教学实录进行分析试验，从教师和学

生的教学行为、课堂师生互动行为以及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TBAS 作为一种定量的教学行为分

析方法，能较客观地反映信息化教学环境中课堂教学行为的主要类型、作用方式和相互影响，有助于教学分析、反思和研

究，从而更好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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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研究通常是教学研究首要关注的问题，
也是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课堂教学

作为当前基础教育的主要活动，其作用在于以教学活

动作为源泉，促进学生的发展。 [1]教学活动是由一系列

教学行为构成的，从行为主体角度看，它是教师行为

与学生行为所构成的行为系统。 [2]在信息化教学环境

中，教学行为的类型、实施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我

们需要对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的教学行为有更清楚的

认识和了解，为培养中的师范生和从业中的教师教学

行为、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的形成、掌握和提高提供

依据。 对课堂教学行为的分析如果没有一定方法的指

引，工具的支持不易做到客观和公正，而依托科学的

方法和有效的工具分析教学行为，能够分析形成教学

行为的特点、提示教学特点及教学问题，特别是借助

技术和软件平台对教学行为进行可量化的观察和数

据分析，更有利于教师全面了解教学情况，反思教学，
从而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一、国内外课堂教学过程分析方法分析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课堂教学过程的分

析研究方法， 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课堂教学过程，
方便了教学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方法

有 S-T 教学分析、 弗兰德斯分析方法（FIAS）、TIMSS
和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系统（ITIAS）等。

1. S-T 课堂教学分析

S-T 课堂教学分析是通过实际观察教学过程或

观看教学录像，以某一确定的采样频率对教学过程进

行采样， 然后对样本的行为是否源于教师进行判断，
并以相应的符号 S 和 T 记录形成 S-T 数据。根据数据

表可以绘制成 S-T 曲线，计算教师行为占有率 Rt、师

生行为转化率 Ch， 绘制 Rt-Ch 图以确定课堂教学的

模式。 [3]S-T 分析的目的在于，得到对教学过程中教师

行为及其他行为分布情况的量性分析数据并支持客

观的指导性意见，从而找到完善教学的具体方法。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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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优 点 不 足

S-T 分析
仅从教师和非教师行为两个维度分析数据， 减少了行为分类的模

糊性，客观性和准确性较高；不需要做复杂计算，有利于实际应用
数据类型过于简单，无法反映整个课堂教学过程

FIAS
量化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言语交互行为，进行统计和分析处理。 教师

可依据量化数据对教学进行分析和反思

忽视学生行为表现；无法反映信息技术因素；有意

义的无语言教学行为简单归并为沉默

TIMSS 两个阶段编码，编码方式严谨 编码和应用相对较复杂，不容易操作

ITIAS 在 FIAS 基础上增加了学生语言和技术的类别
教师和学生操作何种技术和设备， 如何操作没有

详细界定；存在行为交叉、归类模糊的问题

表 1 国内外教学行为分析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分析只将教学中的行为分为非教师行为和教师行为

两大类，不对具体是什么行为进行界定和分析，因此

尽管标记的数据类型少，但容易做到准确判断，受分

析者主观影响小，计算简单，还可确定课堂教学模式。
但由于仅从教师行为和非教师行为两个维度作判别，
不对行为的具体表现和特点进行描述，分析数据颗粒

度较大， 难以对教学模型中具体教学行为的特点、不

同类型行为的分布情况等进行分析，因此难以反映出

整个教学过程的具体表现和特点。
2.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FIAS）
1970 年，美国学者弗兰德斯（Ned.Flanders）提出

了互动分析方法（FIAS），它以师生语言的互动行为作

为分析元素，并对每一类语言行为进行操作定义。 实

际应用中通过对教学过程进行定时抽样获取分析样

本， 然后根据语言类型列表对样本进行编码处理，把

课堂教学过程的样本量化。 通过对数据矩阵分析反馈

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方案，具有诊断性。
该系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套描述课堂互动行为的

编码系统，即量表；一套关于观察和记录编码的规定

标准；一个用于显示数据，进行分析，实现研究目标的

互动分析矩阵。 [4]

几十年来，FIAS 在课堂教学分析中被广泛地应

用，它能够量化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言语交互行为，并进

行统计和分析处理。同时，结合课堂观察中所得到的对

教学描述的资料，可对课堂教学进行全面分析，诊断性

强。但是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分析中只针对语言

行为进行分析，因此，一些没有语言发生却有重要教学

意义的行为被当作沉默行为处理， 如学生进行操作实

验、学生练习、教师演示媒体等，这影响了分析数据的

可靠性和分析结论的合理性。其二，它重视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的语言行为表现，忽视了学生方面的因素，无法

真实地了解课堂中学生的学习行为。其三，信息技术的

使用已经是现在课堂教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在 FIAS 里无法反映出这一类的交互行为，只

是将其作为沉默。其四，分析系统中沉默这一类语言行

为，由于具体所代表的情形很复杂，观察者无法对其

进行准确的区分和认识。 这些不足使得 FIAS 难以更

全面准确地对当前的课堂教学进行分析。
3. TIMSS
TIMSS 是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
的简称。 TIMSS1995 录像研究是国际上首次大规模

地使用录像技术研究课堂教学，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研

究者们对三个国家 231 节八年级数学课进行了课堂实

录， 并构建了录像信息分析模式来比较三个国家课堂

数学教学和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其录像研究报告《德

国、 日本和美国八年级数学教学比较研究项目的方法

和 发 现 》 （The TIMSS Videotape Classroom Study:
Methods and Findings from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Project on Eighth -Grad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n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引起了国际教

育界的普遍关注， 被誉为是信息技术在教育研究中应

用的革命性突破。 [5]最近一次 TIMSS 科学教学录像研

究是针对澳大利亚、捷克共和国、日本、荷兰和美国等

五个国家八年级课堂教学展开的，目的在于研发定量、
客观的课堂教学测量和观察方法，描述各国科学教学，
比较各国科学教学实践并且找出异同。 [6]TIMSS 录像研

究程序主要以录像信息分析模式为中心建立信息编码

表，先对课堂的概况进行编码，然后对课堂谈话进行编

码。接着选择样本课进行现场录制，经过录像的数字化

处理、 课堂教学信息的编码和统计分析， 然后进行比

较。 TIMSS 分析通过对课堂教学流程信息的处理和对

教师教学行为分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TIMSS 分析的

优点在于， 通过质性材料和量化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分

析，对课堂教学有全面的认识了解，但是 TIMSS 应用

方式相对较复杂，特别是编码表的建立过程中，具体编

码较复杂，不容易操作，所得数据的分析对分析者的学

科教学、分析方法掌握等基本素质的要求依赖性较高，
因此， 普通教师掌握和利用此方法来进行日常的教学

过程分析和研究有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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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编码 行为内容 描 述

教师活动

（T）

1 提问 教师以自己的意见或想法为基础，询问学生问题，并期待学生的回答

2 反馈 教师回应学生的应答行为，回答学生的提问，给出学生一些指导性意见等

3 讲授
教师就内容、步骤提供事实或见解，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解释，或引述权威看法；包括借

助媒体展示辅助讲授的行为，如教师讲授过程中同时点击放映电子幻灯片

4 指示 指示或命令学生做某件事情，此类行为具有期望学生服从的意图

5 传统媒体演示 教师通过书写板书、挂图、录音机、实物展示等方式呈现教学信息、要点

6
计算机多媒体

信息演示
教师通过演示计算机系统中各种多媒体信息向学生展示内容，包括以演示为主的辅助性语言解释

7 设备基本操控 对媒体设备功能的测试、安装、调控等，以及媒体演示前的一些准备行为，如查找、拷贝文件等

8
课堂的

监督控制

教师对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和行为进行监督，如警告学生玩手机、聊天、上不良网站等行为；包括

教师自身或通过计算机系统监控学生的行为

学生活动

（S）

9 学生应答 学生回应教师的提问

10 主动提问 学生根据学习内容，主动提出问题，期望教师给予解答

11 与同伴讨论 学生与同伴讨论、交流看法

12 做练习 学生通过传统方式（如书本、纸、笔、黑板、实物等）的课堂练习，包括学生的朗读练习、写作练习等

13 观看媒体演示 学生观看媒体演示，如聆听音乐、观看动画或视频、浏览网页等

14 学生使用媒体 学生使用媒体查找学习资料，使用计算机操作练习、呈现内容、说明观点、演示学习成果等

无教学意

义活动（I）
15

无助于教学的

沉静或混乱
教学中暂时的安静或混乱，以至于观察者无法判定师生具体行为的具体类型

表 2 基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行为分类及编码表

4.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系统（ITIAS）
基 于 信 息 技 术 的 互 动 分 析 系 统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ITIAS）
是顾小清等人通过改进弗兰德斯课堂互动分析系统而

提出来的。 在弗兰德斯分析方法的基础上，ITIAS 对教

师语言活动中的提问进行了细化， 分为封闭式提问和

开放式提问，并添加了学生语言和技术的行为类别。通

过 ITIAS 可方便、客观地统计出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它

的分析结果结合课堂描述性观察和访谈获得的质性材

料，可对课堂教学进行深入的分析。 [7]由于 ITIAS 仍然

是从语言行为分析出发，对在信息技术环境中，教师和

学生操作何种设备，如何操作没有具体界定，仍有一些

有意义的行为只能放到沉默中，另外，一些样本行为存

在归类交叉的情况，给行为分析带来不准确性。
根据以上对国内外课堂教学行为分析方法的分

析，总结出它们的优点和不足，见表 1。

二、基于教学活动理论的课堂

教学行为分析系统

根据以上国内外课堂教学行为分析方法的分析，
结合对课堂教学活动理论的认识，本研究设计了基于

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行为分析系统， 称 之 为 TBAS

（Teaching Behavior Analysis System）。 该分析系统从

教学活动的视角来分析信息化教学环境中的课堂教

学行为，将课堂教学分为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和无意

义教学活动等三大类，建立分类编码规则；然后采用

定时抽样获取分析样本并进行行为类型编码；根据编

码结果建立数据矩阵，从而进行教学行为分析。
1. 教学行为的分类及编码

建立信息化环境教学中师生使用信息技术设备

和常见教与学行为的分类是教学过程分析的第一步。
本方法从教与学行为的发出者和行为的具体内容两

个层面对信息化环境教学中的行为进行分类，用于归

类信息技术和设备融合应用到教师活动、学生活动中

的情况，形成了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和无教学意义

活动三大类活动的详细描述， 并赋予唯一并统一编

码，如表 2 所示。
教师活动具体划分为教师的提问、反馈、讲授、指

示、传统媒体演示、计算机多媒体演示、设 备 的 基 本

操控、课堂的监督控制等八项活动。 其中教师常规教

学活动包括教师的提问、反馈、讲授和指示，考察常

规教师行为对课堂教学的影响。 教师对媒体的操作

包括对传统媒体、 计算机多媒体的演示和媒体设备

的操纵，考察信息技术课堂中技术媒体在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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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情况。 课堂的监督控制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对学生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在真实的课堂教学环境

下， 学生会出现课堂上开小差、 私下交流等行为活

动，教师为阻止这些无助于教学的学生行为，会对这

些行为进行警告或管理，以减少课堂的混乱，反应教

师管理教学的行为。 分析系统中对教师活动的分类

真实地反映教学中的教师行为，有助于了解教师在课

堂上如何使用语言，如何操作媒体，如何监管学生的

行为表现。
学生活动包括学生的应答、主动提问、与同伴互

动、做练习、观看媒体演示、操作媒体等六种教学行

为，真实地反映课堂中学生丰富多彩的行为活动。 新

课程中课堂教学评价强调关注学生在教学中的表现，
通过考察分析系统中学生的行为，可了解学生在教学

中如何参与教学、与教师交互、与同伴互动、如何使用

技术和媒体的行为表现。
无教学意义活动主要是指教学中无助于教学的

沉静或混乱。 在真实课堂教学中由于某种原因可能会

出现暂时的安静或混乱，以至于观察者无法判定师生

具体行为的归并，因此就放到这一类活动中。
2. 抽样及编码分析

在教学分析中，依据行为的类别和因素设计等工

具（量表）收集到的、可作价值判断的、事实性的量化

材料是较少的， 这些资料需要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
才能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9]。在采用 FIAS 分析方法按

确定抽样频率抽取样本并进行编码的基础上，TBAS
方法针对分类表提出的教学行为分类，形成了教学行

为矩阵分析和变量分析的方法。
（1）课堂教学行为的矩阵分析

表 3 课堂教学原始数据表

TBAS 分析的第一步是对课堂教学行为样本依据

分类表进行编码。 观察者先对课堂教学视频按某一频

率进行取样，然后对每一个样本按教学行为类目表判

定其行为类型，并用对应代码进行编码标记，即形成

最初的原始数据表。 例如，表 3 所示数据表是对某一

课堂教学过程按 30 秒频率抽样并标 记 所 形 成 的 数

据。 数据表每一行 12 个数据单元记录下了 6 分钟内

的 12 个样本的行为编码，表中共 5 行 60 个数据表示

记录了 30 分钟课堂教学的数据。
根据原始数据表，将表 3 中相邻抽样点的两个编

码进行组合，形成序对，如表 3 前六分钟，可得出的序

对 为 （3，3）、 （3，4）、 （4，8）、 （8，3）、 （3，1）、 （1，6）、
（6，2）、（2，7）、（7，2）、（2，1）、（1，6），依此类推。 整个数

据表除首尾两个编码各只用一次外，其余编码都使用

两次，即如果有 n 个编码，就会构成 n-1 个序对。 15
类课堂教学行为组成 15×15 阶矩阵，每一个序对的前

一个数用行序对应，后一个数用列序对应，出现次数

写入对应的数据单元中， 则形成连接行为矩阵。 如

（3，3）序对出现一次，在数据矩阵中则表示在第 3 行、
第 3 列对应的矩阵元素数值为 1。 对全部序对进行计

数统计，可形成课堂教学行为的迁移矩阵。 如表 3 中

的原始数据可转化为表 4 所示的矩阵。
表 4 连接行为矩阵

根据连接行为矩阵， 结合对课堂教学的观察，可

进一步探讨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具体情况。 比如，探

讨教学中问答式对话教学， 在上述矩阵中需要了解

（1，9）、（1，11）、（2，1）、（3，1）、（11，1）、（6，2）、 （6，3）、
（11，6）等坐标中的计数。 示例矩阵的计数情况说明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1 0 0 0 0 0 0 0 0 4 0 2 0 0 0 0 6

2 2 0 2 1 0 0 4 0 0 0 0 0 0 0 0 9

3 2 0 1 1 0 0 0 0 0 0 8 0 0 0 0 12

4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3

5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2

6 0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7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8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9 0 3 3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7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2 0 3 1 1 2 0 0 2 0 0 0 0 0 0 11

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 9 12 3 2 3 5 1 7 0 11 0 0 0 0 5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3 3 4 8 3 1 9 2 7 2 1 9

2 6 3 11 9 3 11 1 11 6 2 7 2

3 4 5 9 3 11 3 11 3 11 5 7 2

4 3 11 4 11 3 1 9 2 7 2 1 9

5 2 3 11 9 3 11 1 11 6 2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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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公 式 含 义

教师活动率（T） [
8

i = 1
ΣRow（i）]÷Total 教学中教师活动所占的比率

学生活动率（S） [
14

i = 9
ΣRow（i）]÷Total 教学中学生活动所占的比率

课堂无意义活动率（I） Row（15）÷Total 教学中无助于教学的活动所占的比率

教师语言率（TL） [
4

i = 1
ΣRow（i）]÷Total 教学中教师语言所占的比率

教师媒体操作率（TM） [
7

i = 5
ΣRow（i）]÷Total 教学中教师媒体操作的比率

教师监控率（TC） Row（8）÷[
8

i = 1
ΣRow（i）] 教学中教师监控行为所占的比率

教师语言间接影响与

直接影响比例（TLid-d）
[

2

i = 1
ΣRow（i）]÷[

4

i = 3
ΣRow（i）]

比值若大于 1，表示教师倾向于对课堂和学生作间接的语言控制；反之，

则倾向于作直接的语言控制

教师提问率（Tq） Row（1）÷[
4

i = 1
ΣRow（i）]

在教师语言活动中教师使用提问方式引导学习的比率，数据越大，表示教

师越经常提问

教师反馈率（Tf） Row（2）÷[
4

i = 1
ΣRow（i）]

教师对学生应答、提问等进行反馈的比率，数据越大，表示教师越积极响

应学生

学生语言率（SL） [
11

i = 9
ΣRow（i）]÷Total 教学中学生语言所占的比例

学生主动提问率（Sq） Row（10）÷[
14

i = 9
ΣRow（i）] 学生活动中由学生主动提问所占的比例，数值越大，表示学生提问越主动

学生讨论比率（Sdis） Row（11）÷[
14

i = 9
ΣRow（i）] 学生与同伴讨论活动占学生活动的比例，数值越大，表示学生讨论越积极

学生使用媒体率（Sm） Row（14）÷Total 教学中学生使用媒体的比率

课堂媒体使用率（M） [
7

i = 5
ΣRow（i）+

14

i = 1 3
ΣRow（i）]÷Total

教学中媒体使用比率，反映教师操作媒体、学生操作媒体和观看媒体演示

的情况，数值越高表示教学中媒体使用越频繁

表 5 TBAS 分析公式及含义表

30 分钟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提问有讲授后提问、学生

讨论后的提问、对学生反馈后的再提问，而学生在教

师提问后、传统媒体展示后，以及与同伴讨论后均有

应答行为。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清楚了解某种教学行为

发生的境脉，有助于总结出教学过程中各类行为出现

的特点和相互的关联。
（2）课堂行为变量分析

弗兰德斯利用互动矩阵所得到的数据，提出了解

释教学行为背后所隐含意义的互动变量，通过互动变

量，可对获得的数据再做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根据课

堂教学行为分析的编码内容，参考弗兰德斯分析系统

互动变量所代表的含义， 构建了 14 种基于教学活动

的课堂教学行为的变量。 为了便于表达，研究将迁移

矩阵中各行列构成的元素称为 Cell（i，j），各列的加总

为 Row（i）=
15

j = 1
ΣCell（i，j），各 行 的 加 总 为 Col（j）=

15

i = 1
Σ

Cell（i，j），矩阵中所有元素的加总为 Total=
15

i = 1
Σ

15

j = 1
ΣCell

（i，j），具体计算公式和含义见表 5。
根据以上分析方法，可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行为

的统计特点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以量化的数据支持教

学过程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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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T S I TL TM TC TL(id-d） Tq Tf SL Sq S dis SM M

1 55.93% 44.07% 0.00% 49.15% 12.12% 0.00% 107.14% 20.69% 31.03% 33.90% 3.85% 0.00% 0.00% 6.78%

2 52.44% 47.56% 0.00% 42.68% 18.60% 0.00% 66.67% 40.00% 0.00% 26.83% 0.00% 12.82% 0.00% 9.76%

3 54.32% 67.90% 0.00% 48.15% 11.36% 0.00% 116.67% 28.21% 25.64% 28.40% 0.00% 0.00% 0.00% 8.64%

4 53.33% 46.67% 0.00% 43.33% 16.67% 2.08% 160.00% 43.59% 17.95% 33.33% 0.00% 0.00% 1.11% 10.00%

5 60.71% 36.90% 2.38% 36.90% 39.22% 0.00% 40.91% 12.90% 16.13% 17.86% 0.00% 3.23% 0.00% 25.00%

6 71.79% 28.21% 0.00% 57.69% 19.64% 0.00% 50.00% 28.89% 4.44% 8.97% 0.00% 0.00% 0.00% 13.58%

7 48.72% 51.28% 0.00% 43.59% 10.53% 0.00% 142.86% 47.06% 11.76% 2.56% 0.00% 0.00% 0.00% 10.26%

8 66.67% 33.33% 0.00% 57.14% 11.90% 2.38% 50.00% 19.44% 30.56% 25.40% 0.00% 76.19% 0.00% 15.87%

9 35.90% 61.54% 2.56% 28.21% 21.43% 0.00% 175.00% 45.45% 18.18% 48.72% 0.00% 54.17% 12.82% 35.69%

10 58.97% 41.03% 0.00% 23.08% 60.87% 0.00% 125.00% 44.44% 11.11% 10.26% 6.25% 0.00% 30.77% 41.03%

11 70.51% 29.49% 0.00% 58.97% 16.36% 0.00% 21.74% 6.52% 10.94% 17.95% 0.00% 21.74% 0.00% 15.87%

12 81.16% 18.84% 0.00% 65.22% 17.86% 1.79% 24.44% 17.78% 6.67% 13.04% 0.00% 15.38% 0.00% 15.87%

13 58.67% 41.33% 0.00% 49.33% 15.91% 0.00% 51.35% 18.92% 32.43% 13.33% 0.00% 6.45% 0.00% 12.00%

14 25.93% 74.07% 1.23% 17.28% 33.33% 0.00% 57.14% 35.71% 21.43% 34.57% 0.00% 28.33% 0.00% 11.11%

三、TBAS 分析系统的应用试验

根据 TBAS 分析系统提供的方法，本研究选取 14
节课堂教学实录为试验对象，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了

量化分析。 样本覆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化

学、信息技术等七个学科，主要来源于听课网（http://
www.tingke.tv）、土豆网以及自录的教学视频。 选取的

14 节课的基本信息见表 6。
表 6 视频样本基本信息表

分析试验对 14 个课堂教学实录进行了取样和行

为编码。 依据 TBAS 编码系统，试验者在观看课堂实

录过程中，以 30 秒为抽样频率取样一次，并对每个样

本的教学行为编码， 得出原始数据表和迁移矩阵，最

终计算出教学行为各变量的分析数据，见表 7。
根据这些数据， 结合对课堂教学视频的观察，分

析者可以对教学过程中师生行为分布情况、师生互动

行为、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等进行分析。
1. 师生行为分布情况

图 1 课堂师生行为统计图

教学中师生行为分布情况主要通过教师活动率、
学生活动率和课堂无意义行为率的数据进行分析，14
节试验样本课的行为分布活动情况如图 1 所示。 从

图 1 中可以看到，其中 10 节课的教师活动率高于学

生活动率，说明样本课大部分以教师活动为主，而学

生活动相对较少，特别是序号 12 的“化学反应速 率

与化学平衡”这节课，教师活动率远远高过学生活动

率，达到 81.16%。 追溯上课内容可知，原因主要是该

节课是新知识教学， 整个教学活动集中在教师的讲

授、设问和媒体演示上，因而学生活动偏少。 由图 1 还

可以看出， 序号 3、7、9 和 14 这四节课的学生活动率

序号 学科 教学内容 时长(分) 来源

1 语文 沙漠中的绿洲 40.20

听课网

2 语文 生命攸关的烛光 46.09

3 数学 11~20 各数的认识 41.01

4 数学 用连乘解决问题 46.40

5 物理 浮力的应用 43.18

6 物理 电流和电路 40.41

7 生物 人体消化吸收过程的记录 40.00 实录

8 生物 生物的基本特征 31.27 听课网

9 信息技术 网站制作 40.00
实录

10 信息技术 Excel 电子表格学习 40.00

11 化学 酸和碱之间的反应 40.25 听课网

12 化学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42.19

土豆网13 英语 将来时 be going to do 47.38

14 英语 Review 40.27

表 7 样本视频教学行为变量数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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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教师活动率，特别是序号 14 的“Review”这堂课，
学生活动 率 高 达 74.07%， 原 因 在 于 该 节 课 是 复 习

课，教师主要安排学生小组讨论和做练习，因而学生

活动率较高。 另外，由图 1 还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

课中无意义教学活动率为 0，说明本分析方法解决了

只将各种无声活动简单归并为无意义教学活动的问

题， 从而较全面地分析了教学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行

为。
2. 师生互动行为

图 2 师生互动中教师行为变量

课堂中师生互动行为可通过教师语言率、教师语

言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比例、教师提问反馈率、学生

语言率、学生主动提问率和学生讨论率进行分析。 样

本课中师生互动变量如图 2 所示。 其中有 6 节课的教

师语言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比例大于 1，说明这些课

的教师倾向于对课堂和学生作间接的语言影响。 间接

影响主要包括提问和反馈行为，这类行为较能引发学

生的主动提问和讨论。 而其他 8 节课该比值都小于

1， 说明这些样本课中教师倾向于对课堂和学生作直

接的语言影响，即教师更多的是采用讲授或指示行为

开展教学。

图 3 师生互动中学生行为变量

图 3 是学生交互行为变量数据的展示。 观察比值

小于 1 的 8 门课的教学视频可知，教学中教师虽注重

启发学生思考，有一定的提问，但有时并不要求学生

回答问题，讨论时教师直接指示学生完成任务，缺少

讨论和交流，因而反馈率偏低。 另一方面，从图 3 中可

以看出，序号 1、2、3、4、8、9、14 等 7 个样本，课中学生

语言率都高于 20%，说明学生在课堂上有一定的话语

率， 但同时大部分课对应的学生主动提问率都是 0，
说明虽有互动，但多是学生被动发生的，他们习惯于

听讲答问，缺乏主动提问和质疑的精神。
3. 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

图 4 呈现了教学中媒体应用的情况， 样本课中

都使用了各种信息技术媒体， 但每节课的媒体运用

各不相同。 信息技术学科的两节课中，媒体应用率相

对其他课较高，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课堂上主要的教

学行为是教师进行操作演示及学生用计算机的操作

练习，因而其媒体应用率明显较高。 而其他的课中，媒

体的使用以教师的使用为主， 学生的使用都很低，甚

至为 0。

图 4 媒体应用率

四、小 结

本研究从教学过程中教学行为的分析出发，提出

了一套分析课堂教学过程的方法，包括教学行为分类

表和数据分析方法， 并选取 14 节教学实录样本进行

了编码分析，进一步的试验分析还在进行中。 初步数

据试验证明，通过 TBAS 分析系统对课堂教学实录进

行量化处理，并结合视频观察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统

一分析， 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课堂教学活动的实情，便

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行为、学生行为、课堂师生互动行

为以及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情况等形成清楚认

识，有利于他们客观地分析教学过程，基于数据合理

地观摩他人的教学过程并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而

更好地促进专业发展。
真正的课堂教学活动是复杂的， 本文利用 TBAS

分析系统所做的试验还需在更多课堂教学实例中开

展，得到更多数据样本进一步调整和校验，尽力解决

可能存在的编码不够精细、数据统计分析不够全面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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