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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三个课堂”致力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解决乡村开不齐、开不足课的问题。《教育信息化“十三

五”规划》中提出“要深入推进三个课堂建设，积极推动‘专递课堂’建设，巩固深化‘教学点数

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成果，进一步提高教学点开课率，提高乡村教学点、薄弱校教学质量”。

专递课堂能够实现区域内不同学校之间的互联互通，更能促进城乡学校、教师、师生、生生之间的

深层次交互，提升乡村教育教学质量，为实现教育优质均衡提供有效支持。

然而必须承认，尽管“三个课堂”在解决开不齐、开不足课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开好课上却还

面临着巨大挑战。现实中，“三个课堂”的教学质量很难达到常规课堂面授的水平，仍存在学生教

学临场感较低、主场教师与学生单向知识传授等问题。并且现有的行为分析研究大多从教师的角度

出发，关注教师的教学行为以及师生互动，而对于学生的学习行为关注较少，故本文从师生互动中

的学生角度和学生学习行为两方面，来探究专递课堂中学生学习行为的现状、问题与特点，并提出

相应建议，以期增强专递课堂中的学生教学临场感，提高乡村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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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研究对象
选取了广东省H市等地试点学校的29节专递课堂课例作为分析样本。这29个课例视频包括了新课讲授、

复习巩固和习题讲解三种类型，每个课例视频的时长约为40分钟。

教学内容 课例类型 数量

Fruits
Food and Drink 2

Shapes
In the park

....

新课讲授 9

These are flowers
When is easter?
Then and now

Ways to go to school
....

复习巩固 13

My friends
Happy Birthday

I’m watching TV
Doing chores

....

习题讲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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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聚焦于提升当前专递课堂教学质量和改善学生学习行为，使用各类课堂行为分析方法来研究

以下问题：

（1）在专递课堂教学中，哪些学生学习行为序列达到显著性水平？

（2）在专递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行为有何特点？

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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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研究方法

当前已有的课堂行为分析方法，如S-T分

析法、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缩写为FIAS)

等主要以呈现课堂行为的频次和百分比为主，

在呈现行为之间的关联上有所欠缺。因此，本

文尝试采用互动行为序列分析法以及滞后序列

分析法来开展研究。

滞后序列分析法是通过分析某种行为在另

一种行为后出现概率的显著性来探究其行为模

式的方法，可分析发起行为之后另一种行为伴

随的可能性，及发起行为与伴随行为形成的行

为序列是否存在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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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提出学者 编码系统 编码分类

罗敬
改进型FIAS互动分析

编码系统

教师行为 讲授、示范、观察、提问、点评、板书、使用课件

学生行为 全班学习、学生回答（被动）、学生模仿（被动）、学生展示

班级互动
本班互动：本班班级、本班小组、本班个人

远端互动：远端班级、远端小组、远端个人

韦怡彤
基于专递课堂的互动

分析编码系统

主讲教师教学语言

间接影响：接受感情、表扬或鼓励、采纳意见、提问开放性问题、
提问封闭性问题

直接影响：讲授、知识、批评、示范、管理纪律

辅助教师语言
在课堂教学期间参与课堂的行为，包括：维持课堂纪律、与主讲教
师互动、巡视课堂、辅导学生

学生言语 被动应答、主动应答、主动提问、与同伴讨论、模仿或练习、展示

沉寂或混乱
无助于教学的混乱、无助于教学的沉寂、由设备故障引起的沉寂或
混乱

技术 教师操作技术、技术作用学生

课堂教学互动分析系统编码分类对比表



学 / 无 / 止 / 境 气 / 有 / 浩 / 然

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专递课堂学生行为滞后序列分析编码系统

分类 编码 行为类型 描述

学生学习
行为

A 学生听讲 学生倾听教师和其他学生的讲课或发言

B 学生应答 学生回应教师的提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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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交流讨论 学生与本地同伴和远端同班讨论、交流看法，如互相问好、探讨问题等

E 做练习 学生完成课堂练习，包括学生的朗读练习、写作练习等

F 展示 把学习成果、讨论结果等展现给在其他学生和教师

G 观看实践演示 学生观看教师的实践操作及演示，包括书写板书、实物展示、实验演示

H 观看计算机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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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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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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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程

再次，使用GSEQ软件来处理

和分析所获得的编码行为数据，生

成调整后的残差表。

1

2 3

4

最 后 ， 分析得出

具有显著性的行为序

列，绘制行为序列转

换图。

首先，在互动行为序

列分析部分，从课例的整

体分析角度出发，提炼教

学序列并分析互动教学的

特征，总结其中学生学习

行为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

其次，在滞后行为序列分析部分，

采取固定时间间隔采样，每1分钟做一

次切片，按照 编 码 表中的行为说明判

定该时间节点的学生具体行为，将编

码数据记录在数据编码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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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互动行为序列分析

课堂中主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集中在“教师提问－学生听讲或应答、

教师讲授－学生听讲、学生练习或讨论—教师反馈、教师指示或命令－

学生练习、学生应答、练习—教师倾听学生发言、教师实践演示—学生

观看实践演示、教师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进行信息演示—学生观看媒体演

示”的序列中。交流更多地偏向主场教师向学生的传输，学生主动提问

等自发性互动行为较少出现。

远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集中在“学生交流讨论、完成练习—教师反

馈”。生生互动大多集中在“发言-倾听发言、交流讨论、分角色练习

”。可以发现，无论是面向主场教师还是远场教师，学生的主动性、自

主性均不强，学生的学习行为大多听从老师指示，并且多为听讲和应答。

课堂中的生生互动较少，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间的沟通交流与团队合作

能力。

师生互动行为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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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滞后行为序列分析
对课例中的学生学习行为进行了滞后序列分析，得到的行为序列频次调整后的残差值（Z-score）如表所示。依据滞

后序列分析原理，当Z值＞1.96时，就认为该行为序列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p＜0.05）。由分析可得在学生学习

行为中共有9组具有显著意义的行为序列，分别是“A→A、B→B、C→C、D→D、D→F、E→E、F→F、G→G、H→H”。

Given: A B C D E F G H

A 3.33* -1.51 -1.48 -0.50 -0.90 -2.40 -0.22 -0.07

B -1.29 7.18* 0.73 -2.49 -5.57 -3.16 0.04 0.10

C 0.43 -0.99 11.75* -0.24 -0.59 -0.19 -0.21 -0.47

D -1.24 -0.18 -0.34 10.83* -2.38 3.28* -0.85 -1.91

E -1.58 -4.81 0.58 -0.36 10.24* 0.67 0.27 -2.35

F -1.80 -0.37 -0.26 -0.76 0.79 18.58* -0.65 -1.46

G -0.64 -1.26 -0.30 -0.85 0.86 -0.67 3.53* 1.11

H 0.30 -0.99 -0.67 -0.13 -1.26 -1.51 -0.97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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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滞后行为序列分析

根据具有显著意义的行为序列，绘制出行为转换图。图中节点表示各种用户行为，连线表示行为与行为

之间的连接具有显著意义，箭头代表行为转换的方向，线条上的数据则是调整后的残差值。

由图可知，学生的交流讨论会引发展示活动

（D→F），且学生的交流讨论与展示都会持续

一定的时间（D→D、F→F）。此外，远场学生

的听讲、应答、主动提问、练习、观看实践演示

和观看计算机多媒体操作与演示行为都对行为自

身存在显著性意义，即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并

未与其他行为之间形成显著性序列，因此并未在

图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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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专递课堂中学生行为特点

学生在面对主场教师和远场教师时的学习

主动性和自主性均不强，学习行为大多是按照

老师的指示完成，并且多为听讲和应答，难以

促进自身的深入思考。此外，课堂中的生生互

动活动单一、频次较低，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

间的沟通交流与团队合作能力。

01 

远场学生的听讲、应答、主动提问、交流讨

论、练习、展示、观看实践演示和观看计算机多

媒体操作与演示行为都对行为自身存在显著性意

义。但只有交流讨论行为对展示行为存在显著性

意义，其他行为之间都没有形成显著性序列。综

上可知，学生整体学习行为呈现被动、单一、不

连续、生生互动频次低等特点。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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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1.注重课堂生生互动设计 

首先，专递课堂的学习活动设计以激励积极参与和增强教学临场感为

目的，使学习者成为主体。其次，教学设计要创设适合学科教学及学情差异

的生生互动的活动，增强互动频次，提高互动质量。最后，教师积极创设有

利于生生互动的教学条件，尝试整合多个平台和工具的功能。

2.提高教师互动教学能力 

3.完善课堂质量管理与评价机制 

积极开展教师培训，培养教师互动教学意识和能力。主场教师需要为

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内容表征、表达方式和参与机会，使学生从被动性、依赖

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更需要及时了解远场学生的学习动态。远场教师需要

加强主动参与教学、主动与学生互动的意识。

建立注重学生学习行为的专递课堂质量管理与评价机制，需要将互动

频次、学生参与度、投入度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此外，借助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智能技术的支撑作用，通过采集学生目光、头部姿态、面部表情等多

模态数据，分析学生学习状态，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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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背 景 研 究 设 计 策 略 与 建 议 结 语结 果 分 析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构建公平教育和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伟大征程中，乡

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备受关注。而专递课堂作为助力乡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开

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的针对性方案，无疑是最具有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的实践，但专递课

堂仍存在学生教学临场感较低、主场教师与学生单向知识传授等问题。本文使用互动行为序列分析

和滞后序列分析法，对专递课堂中的学生学习行为进行分析。首先，使用互动行为序列分析法，从

师生互动中的学生角度，发现学生存在学习主动性、自主性不强，多数学习行为是听讲和应答等问

题，还发现专递课堂中的生生互动活动单一、频次较低。其次，使用滞后行为序列分析法，从学生

学习行为角度，发现学生的听讲、应答、主动提问、交流讨论、展示等行为都对行为自身存在显著

性意义，但只有交流讨论行为对展示行为存在显著性意义，其他行为之间都没有形成显著性序列。

最后，本文从注重课堂生生互动设计、培养教师互动教学能力、完善课堂质量管理与评价机制三方

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当前专递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和学生学习行为改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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