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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教学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也是教育实践的重要成分,关系着学生学习、教师专业成长、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学反

思等方方面面。本文试从师生互动行为角度去探讨课堂教学行为,以及有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构成要素,进而帮助教师改进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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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教师“教”的行为,学生“学”的行为,教师和学生的互动

行为,以及其他教学手段,组成了一堂完整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

学生的对话成为师生间传达教学信息的主要途径。对师生的互动行为、课

堂教学行为,国内外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根据教学活动理论对课

堂中有效的教学行为进行探讨。 

1 课堂教学行为的研究现状 

1.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教学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行为和师生互动行为两个方

面。有关教师行为的研究最早见于克瑞兹(Kratz)1896年的研究中。国外

学者对师生互动行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课堂教学情景中的教师、学

生和互动形态而进行的,虽然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弗兰德斯

(Flanders)用“社会相互作用模式”(Social-Interaction Model)分析教

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及效果的影响。英国艾胥利等

(Ashley)等人根据教师、学生、知识三要素在课堂教学中所处的地位,把

师生互动行为划分为“教师中心”、“学生中心”、“知识中心”三种类型。 

弗兰德斯提出的课堂教学师生言语行为互动类别(FLAS),是一种专门

的教师观察编码系统,它分析的是,教师里面,课堂之中,师生之间的言语

互动行为。这个观察编码系统的作用在于,记录教室里面,课堂之中,教师

和学生言语互动情形,以分析教学行为,进而帮助教师改进教学行为。如图

1所示,“教师言语”分类下游7个类别,强调了教师的行为,而“学生言语”

分类下仅两个类别,可见,此互动分析体系过多的是在强调教师在课堂上

教学过程中的的主导权。 

 

图1  课堂教学师生言语行为互动类别(FLAS) 

1.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有关教学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至今仍是教学研

究的焦点之一。 

在认识课堂教学行为之前,有必要了解课堂的定义。本研究在查阅大

量资料后,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课堂就是用来上课的地方,也就是一般所

指的“教室”。而随着新的教育观念的不断涌入,课堂的内涵得以充实。课

堂不仅指物理形态上教室这个实体,不仅是纯粹的、完全脱离社会活动和

观念的传道授业的场所,而是一个富有活力、有观念碰撞的,有情境的、平

等互动的活动场所。其中就蕴含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对话、有生命价值

的课堂社会。 

关于教学行为的本质内涵,各类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一直

各言其是。 

施良方、崔云漷教授认为,教学行为是指教师引起、维持以及促进学

生学习的所有行为,并将教学行为分为主教行为、辅教行为和管理行为。

王家瑾将课堂教学作为一个系统,将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系统中的要素之一,

以教师、学生和教材(含媒体)这三个要素构成一个三维坐标体系,构建了

课堂互动行为模型,侧重于从理论上动态分析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

动行为。刘志军等认为,从课堂教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课堂教学行为包括三

个方面的含义：(1)与个别教学行为相对,课堂教学行为是指班级授课制的

教学行为活动。(2)从教学发生的环节来看,课堂教学是指教师备课、上课、

作业与辅导行为等形式。(3)从时空特定角度看,课堂教学行为是“截取上

课这一特定时间段以内的教师和学生在教授中开展的教学活动”。 

从以上学者们的表述来看,将教学行为的定义分为两类。一类认为,

教学行为是一个包括教与学两个动态内在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目的性

行为,是由行为主体(教师和学生)以及与行为主体想联系的起着且直接与

简介作用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在动静结合交替转换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

一种行为。另一类认为,教学行为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活动,

它反指教师的行为,不包括学生的行为,行为的主体只有教师。 

 

图2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系统(ITIAS)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相关内容的研究中对它进行了探讨,特别

是新课程改革,更有一些学者从新课程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深入到课堂

中,为课堂教学行为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到教育教学中,对课堂教学行为作出了新要求。基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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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编码系统(ITIAS)是由华东师范大学顾小清、王炜老师

编制。该分析系统是在FLAS系统演变而来,更有效的反映了信息技术环境

下的课堂教学师生互动行为。如图2所示,“学生言语”分类下有4个类别,

说明该分析系统重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技术”分类下有3

个类别是有关操作信息技术的内容。 

2 课堂教学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2.1新课程理念对教学目标要求 

教学行为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并非是固定在某些条条框框里面,有

效的教学行为能够促成教学目标的达成。对教学目标的认识不同也会出现

不同教学行为标准。新课程理念要求在教学设计是运用“三维目标”来确

定教学目标,分别是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

目标。也就是说,学生仅仅掌握了所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有效的课堂教学

行为必须促使学生在这三个目标上得到全面发展。 

2.2活动理论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心理学思想发展成为热门

话题,进而发展成为“活动理论”。活动理论注重集体性,历史性,也注重活

动系统中的多种声音。在教学过程中,“活动”即教与学过程中行为总和,

是学生对知识认知与技能发展的总和。教学过程的中的活动理论,其实是

基于活动理论去构想教学活动。教学活动具有集体性,这种集体性有助于

从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层面把握师生之间的种种行为,并且把这些行为纳入

课堂教学行为分类中来。 

3 课堂教学行为分类 

教师是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也是

教学过程的主体,因此在探讨有效的课堂教学行为时应该将学生的行为也

归纳进来。本文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将课堂教学行为分为教师的行为的

学生行为两大类。 

 

 

课堂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分类下有5个子分类,如图3所示,①呈示行为,

包括言语、文字、声像行为,由教师发起,作用于学生。②对话行为；③指

导行为；④辅助教学行为；⑤管理行为。学生的行为主要包括学生在教学

过程中发表自己见解或意见的行为。无论是教师的行为还是学生的行为都

体现了师生间的沟通过程,师生互动行为也能够在每一种教学行为中显

现。从教师的行为来看,教师首先要保护好学生探究的勇气,鼓励、表扬、

接受、采纳他们的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可以理解为教师的间接影响,教

师的情感态度能够给整个课堂带来一定了积极或者消极影响。在课堂教学

中应以教师的间接影响为主,使得整个课堂更为民主。在教师讲解行为分

类下,利用学生的观点向学生提出问题,能够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响应了学生的行为,也能够反映教师实时追问学生的话语。在辅助教学行

为和管理行为分类下,则是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的把控能力的体现。 

从学生的行为来看,教师应该注重用问题来引导学生的学习、关注和

思考,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学生的言语

行为是对课堂教学行为的反馈。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是通过教师的灌输,

而是通过同化、顺应、平衡,在同伴间的交流、对话、讨论过程中,通过意

义建构而获得的。 

4 结论 

课堂教学行为是教师对课程、情境、学生之间关系的权衡,也是对教

学各个因素的全面把握。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的终身发展,

激发学生的潜力,实现学生多元全面的发展。课堂教学不是一层不变的,

没有固定的课堂教学行为标准,也没有绝对有效的教学行为。而且,有效的

教学行为也不是要求教师遵循一套固定的教学行为模式,而是要求教师根

据有效的教学行为理念去指导自己的教学行为,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提

高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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