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教育界 / EDUCATION CIRCLE 2018 年第 20 期（总第 296 期）

▲

Ԇ

Ѝ ΅ ͽ

——以《太阳与行星间的引力》一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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ɫ ɬ教师逐步形成课程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今天，课堂观察作为一种听课、评课的研究方法，使听课不再盲目、随意，

评课研讨也不再模糊、粗略。开展以课堂互动促进有效教学为视角的课堂观察，需要设计明确的课堂教学目标和科学的课

堂观察工具，课堂观察的结果为改进课堂教学提供直接的数据支持。

ɫẵ ɬ课堂互动；有效教学；课堂观察

一、基本概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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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互动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为完成某一学习

任务所进行的积极的交往活动。主体既有教师又有学生，而且

同一个交互活动中至少要涉及两个主体，可以是师生之间的双

向互动，也可以是生生之间的双向互动。课堂互动是教学有效

性的保证。

（2）有效教学有两个方面，即有效的教和有效的学。有效

的学有三个考量指标：学习速度、学习结果和学习体验。有效

的教最核心、最本质的定位就是发展。在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

今天，教学有效性首先要定位于促进学生发展，同时，在教师

专业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有效教学不仅能促进学生的发

展，还应包括能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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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的解构。课堂观察就是观察课堂。然而课堂是什

么？课堂由四要素组成：学生学习、教师教学、课程性质和课

堂文化。学生学习是课堂的核心，另外三个是影响学生学习的

关键要素。

（2）课堂观察。课堂观察需要根据观察目的选择观察对象，

将研究问题具体化为一个个观察点来确定观察行为，设计观察

量表，记录观察情况，处理观察数据，将课堂中的复杂教学情

境拆解为一个个空间单元。

二、以《太阳与行星间的引力》一课为例具体开展
课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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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观察者说课

在课前会议中，授课教师谈到了她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思考

的六个方面，从基于问题、活动出发，确定将这节课的研究主

题定为“课堂互动能否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根据课题内

部的逻辑关系将研究问题分解为表征原因的“课堂互动”和表

征结果的“学生学习”这两个核心概念。 

（2）研讨思考，确定观察点 

本节课是一堂理论探究课，物理理论探究教学是在教师指

导下，学生围绕某个问题用所学的原理和定律进行逻辑演绎推

理，从中发现科学概念或原理，以获得知识、培养探究能力的一

种教学方法。因此，师生的互动更多的是体现在问题中的。所以，

决定将“教师优效性提问”作为本课题的第一个观察点。学生的

学习活动在课堂参与中体现，学习效果则是通过学习目标是否实

现进行检验，教学的设计需要围绕学习目标展开。因此将“教学

环节与学习目标的达成”作为本课题的第二个观察点。

（3）设计观察量表

两个观察点，两个方向，既有对教师的提问优效性观察，

也有对学生课堂的参与情况观察。观察内容比较多，为此全备

课组通力合作，分别由不同教师记录“教师优效提问”观察量

表和另一个观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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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点：教师优效提问

①问题设计方面。从问题类型来看，问题的目标层次分配

合理。反映理解分析应用的推理性问题最多，其次是反映综合

评价的综合性问题，反映识记的描述性问题最少。教师能在课

堂教学中，围绕教学目标，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不同思维水平的

问题，问题设计合理有效。问题指向明确、表达清楚。问题表

述清楚，学生的理解反应很好，从最后的统计分析可知学生明

白教师所提问题，基本回答出教师的提问。

②提问方面。关注问题情境的创设。理论探究课相对枯燥，

适当地创设问题情境，既可以吸引学生对问题的关注，又能降

低问题难度，帮助学生在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问对

象的选择针对性强。不同思维层次的问题指向不同层次的学

生，让问题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提问有效。

③理答方式。在学生回答困难时，教师没有采用直奔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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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答方式。教师多采用激励性理答，注重对学生回答的及时

点评和赞许。但在学生答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教师可以进行

更多提示，并为学生留下更加充足的思考时间。

从以上观察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有效性提问，指提出的

问题能使人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

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考，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2）观察点：教学环节与学习目标的达成

①这节课共划分为七个教学环节。从时间分配上看，本节

课的重点部分在理论探究，重点突出。探究前，学生演绎物理

学史，教师对学史进行渗透，体现了授课教师关注对学生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渗透教育。

②教学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逻辑组织顺序，是实现学习目标

的载体。本节课的七个教学环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开普勒

发现行星运动规律后，人们便开始思考为什么行星会围绕太阳

运动。回顾上节内容，承上启下，提出问题。接着，教师安排

学生扮演科学家，生动地追寻着前人对该问题研究的足迹，这

是猜想与假设。简化建模、演绎推理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从

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来看，学生应该对力、加速度、向心力、

向心加速度等概念有较好的理解，所以在推导太阳与行星运动

规律时，教师安排学生自主地运用已有知识进行推导，并且说

明每一步推理的依据，教师仅在难点问题上用问题做出引导和

点拨。教学环节的安排与学生学习目标是适切的。

③课堂学习过程既可以看出学生参与情况，也能通过学生

观点、参与情绪等方面看出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学生情绪第

一次饱满地出现在学生重现物理学史部分。从情绪的反馈上看

教师此环节的设置较成功。建模环节的积极讨论，探究环节的

苦恼（缩紧眉头）、渴望（快速演算）、积极（热烈讨论）、兴

奋（大声回答），讨论反馈环节的专心（安静做题）、热烈（讨

论），这些情绪表明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从反馈练习的回答情

况可以看出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是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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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呈现课堂观察的过程，可以为广大教师开展自己的

研究提供帮助。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不足需要

今后进一步研究改进。

（1）课堂观察采用的是一种归纳方法，只能通过可观察、

可记录、可分析的直观课堂现象与行为寻找被掩藏的本质。使

用课堂观察的研究只能取其深入细致、以小见大的优点，必然

会以牺牲整体性和全面性为代价，难以反映课堂的全貌。

（2）课堂观察作为一种专业活动对观察者有相应的要求。

观察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观察技巧，还需要有信息敏感、注

意力持久等个人素质。课堂观察的质量直接受“人”的影响。

（3）观察视角、观察点的选取是否科学可信，能反映对问

题研究的视角。本节课观察点的选取应再深入些。

从课堂互动促进有效教学的视角进行课堂观察，能够发现

很多传统听评课中无法发现的、影响课堂教学改进纵深发展的

深层桎梏。课堂教学的改进还在路上，需要广大教师更多地关

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表现，并且在此基础上找到相应的改进

策略，从而真正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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