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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深层整合教学结构研究的最新进展

信息技术和课程的深度整合是教育技术学十分
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何克抗指出，将信息技术内容
整合到中小学各学科的课程是深化学科教学改革的
根本途径。 教学改革现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此前
的教改只注重了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而忽
视教学结构的改革。 在何克抗提出的定义中指出：
“所谓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
学习理论指导下的、 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
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 ”教学结构直接反映出教师按
照什么样的教育思想、 理论来组织自己的教学活动
进程，因此是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集中
体现[1][2]。

同时， 何克抗也指出了研究教学结构的系统方
法。 传统的教学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材三个要素
组成，而现代化教学环境是由教师、学生、教材和教
学媒体四个要素彼此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有机整体。 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教
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 分析信息技术深层整
合教学结构，必须首先分析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
媒体四个要素如何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然后就
能够对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教
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进行进一步分析[3][4]。

在近年的研究中这一研究范式已经被广泛应用

和认同，日本学者清水康敬等（2008）和崛田龙也等

（2008）对在课堂上使用信息技术的授课进行系列研
究，研究了在课堂上信息技术使用的频度、时机、背
景关联度等教学要素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 所采用
的方法更接近于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对类似教学结
构的教学中的稳定形式进行了研究， 而不是关注传
统的教学模式。 清水等人对日本中小学 752 个信息
技术增强教学的案例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种教学活
动进程中的稳定形式确实存在。 清水、崛田等的研究
发现， 教学情境、 场所等和教学活动的形式高度相
关，而教学媒体的使用时机、频度和时间等也显示出
了规律性[5][6]。

尽管如此， 对教学结构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仍然
十分有限。 本文基于上述关于教学结构的最前沿研
究和进展， 提出一套基于课堂视频分析的系统分析
方法框架，从而实现对教学结构，特别是信息技术和
课程深层整合的教学结构的定量和定性分析[7]。

二、基于课堂视频分析的教学结构研究方法框架

（一）先行研究
对课堂行为进行分析的最有影响力的分析系统

包括 Flanders (1970)开发的课堂交互行为分析系统

（以下简称为 FIAC 系统：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
ysis Categories）、Bellack (1966)的课堂教学分析、Caz-
den (1986)的课堂社会语言学分析、Mehan (197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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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会话分析和永冈庆三(1983)以及三尾忠男（1997）
的课堂视频分析系统[8-13]。这类方法通过对课堂上教师
和学生的交互行为进行分类和量化处理， 通过分析
各种类别行为的出现次数、 状态持续时间和迁移路
径，对教学过程进行科学化分析，提供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分析方法。

由于这类方法存在的时代局限性 （当时信息技
术尚未发达），当时的研究没有考虑基于信息技术的
教学媒体对课堂教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当时的课堂
基本上由教师统治，缺乏信息技术工具支持，学生很
少获得自主学习的空间， 因此这些分类系统没有包
括学生自主行为和教学媒体的分类目录。 举例而言，
Flanders 根据上百堂课的数据概括出著名的“三分之
二规则”，即一堂课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涉及师生的言
语， 在这三分之二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涉及教师
的言语。 和今天的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和教师主导、学
生主体的教学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显然情况已发
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所提出的分析系统弥补了以上
不足。

（二）分类目录
为记录教学媒体 （主要是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

媒体），本文开发的系统中借助了 Laurillard (2002)开
发 的 教 学 媒 体 分 类 经 典 方 法， 如 表 1 所 示 [14] [15]。
Conole 和 Fill (2005)对这个媒体分类体系进行了如
此的解释：“陈述性媒体通过文字、 图片为学习者讲
述或演示；交互性媒体通过搜索引擎、多项选择或简
单模型等方式为学习者提供了有限制的交互途径；
通讯性媒体通过电子邮件或论坛等方式提供学习者
间的交互； 可变性媒体通过仿真程序或虚拟世界等
方式和学习者产生深入的互动； 而著作性媒体则通
过文本处理程序或数据表程序为学习者提供产出性
行为的支持。 ”[16]

传统课堂交互行 为 分 析 系 统 缺 乏 对 基 于 信 息
技术的教学媒体的考察， 本文提出的课堂视频 分
析 系 统 改 善 了 这 一 缺 点， 综 合 了 以 FIAC 分 析 系
统 为 代 表 的 课 堂 交 互 行 为 系 统 和 Laruilaurd 教 学
媒 体 分 类 方 法 的 优 点（如 表 2 所 示），增 建 了 学 生
自 主 行 为 和 教 学 媒 体 分 类 目 录 ， 同 时 对 原 有 的

FIAC 系统进行了部分修订，以适应 新 产 生 的 教 与
学行为。

课 堂 行 为 维 度 的 分 类 目 录 中，1-7 和 9、10、15
等项等同于 FIAC 分类目录。 目录 8 用来记录师生
几乎同时发言的情形， 这一项用来记录教师用提示
语言诱导和支持学生继续发言的情况； 目录 11-14
用来记录学生原本会被分配到目录 10 （沉默或混
乱）的行为，几乎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教师指导下进
行的； 目录 11 记录学生走到教室前方做小型演说；
目录 12 记录学生间的讨论和协作； 目录 13 记录学
生利用教师提供或指定的数字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如浏览网页、观看视频音频文件等；目录 14 记录学
生的产出性行为，如作文或绘画。

在教学媒体维度， 除了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媒
体类型外，也提供了出现频度较高的传统教学媒体，
如黑板、笔记本、书和卡片等，它们根据使用方式分
别被妥善归入传统陈述性媒体、 传统交互性媒体和
传统产出性媒体。 完全没有媒体参与的持续状态也
被标识。 通过这种分类方法，能够清楚看出哪种时刻
传统媒体仍然是必须的， 因此能够为信息技术支持
的教学媒体开发新的功能软件， 或者认识到信息技
术支持的教学媒体的局限性， 从而为教师提供相应
建议。

使用这一编码目录进行课堂分析的记录表格如
下页表 3 所示， 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根据发言状态的

媒体格式 手段、技术 学习经验

陈述性媒体 印刷品、电视、视频、DVD 参与、理解

交互性媒体 图书馆、CD、DVD、网络资源 调查、探索

通讯性媒体 论坛、在线会议 讨论、辩论

可变性媒体 实验室、现场旅行、仿真程序 实验、实习

著作性媒体 论文、作品、动画、模型 建构、表达

表 1 教学媒体分类

维度 分类编码 分类内容 行为类型

课堂
行为
维度

1 接受和正面的感情

教师控制
的行为

2 表扬或鼓励

3 接受或使用学生的主张

4 提问

5 讲解

6 给予指导或指令

7 批评或维护权威性

8 交互（教师和学生在同时说话）
9 学生被动发言（如回答教师提问）

学生控制
的行为

10 学生主动发言

11 学生进行演说（特别是在教室前面）
12 学生协作

13 学生自主浏览数字资源

14 学生创造作品（如作文、编程）
15 沉默或混乱

教学
媒体
维度

TL 传统陈述性媒体（教师使用黑板、卡片等授课）
TI 传统交互性媒体（教师指示学生使用黑板、卡片等）
TP 传统著作性媒体（学生使用笔记本等传统文具）
IL 信息技术支持的陈述性媒体

II 信息技术支持的交互性媒体

IC 信息技术支持的通讯性媒体

IA 信息技术支持的可变性媒体

IP 信息技术支持的著作性媒体

verbal 只有语言，没有任何媒体在使用

表 2 课堂行为和教学媒体分类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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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被划分为若干个持续状态单元， 每个单元被分
配课堂行为和教学媒体两个维度的属性， 同时每个
单元的持续时间也能被精确统计。 备注用来记录教
学媒体的更详细的使用方法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行为
的某些特别之处。

（三）采样方法
在采样方面，在 Flanders 制定的分析表格中，将

一堂课 40 分钟划分为 800 个单位，每 3 秒为一个单
位。 FIAC 分类系统之所采用 3 秒取样，是因为它是
一个即时分析方法，是用来在课堂上当场记录的，无
法进行更精确的分析。在使用课堂视频分析时，不再
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对每个教师和学生的行为状态
进行精确的时间计量和统计。

永冈庆三的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课堂上
教师的发言和学生的发言状态持续时间主要在 2-4
秒，因此采用课堂视频分析，能够更为精确地体现教
师的教学意图的变化和课堂教学结构的持续发展变
化。在他所开发的课堂视频分析系统中，对教师和学
生的各种发言状态的持续时间、 数量及频率等进行
了精确测量和量化。 本文在数据采样上采用了永冈
的方法。

三、实证研究案例

（一）跨越式课题简介和实验结果简介
本研究对案例也进行了实证性检验。 被采用作

为案例的课题是自 2000 年开始实施的 “跨越式课
题”，截至 2008 年，全国有 13 个地区 145 所中小学
参与实验，自 2007 年开始，新加坡一些中小学也参
与了这项实验。 这一课题的部分目的是通过信息技
术与课程的深层整合，对“主导—主体”式新型教学
结构的规律进行探索。实验结果显示，课题获得了很
大成功。 一项 2004 年 8 月对在日常教学中使用信息
技术并接受课题组指导的实验组 3048 名二年级小
学生和在日常教学中不使用信息技术、 保持传统教
学方式的控制组 2394 名同年级小学生的语文成绩
的对比显示，实验组获了 70.54 的平均分，而控制组
平均分只有 59.19。 二者的结果的 t 检验比较显示出
了显著性差异，证明结果在统计学上成立。

（二）分析结果

1．分析对象的基本情况
笔者主持了 “跨越式课题”3 个地区 25 所小学的

实验。 在本文中对分处 3 个地区的 3 名教师的同一堂
课进行了课堂视频分析， 视频样本属于随机取得，教
师没有得到事先通知，课题组没有对授课的教学设计
做出特殊的干预，仅仅提供了普通的技术支持。

教师、学生和教学时间的情况如表 4 所示。 所采
用教材相同，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第一册“拼
音：ai，ei，ui”。课堂教学设计均为独立完成，所采用数
字化教学资源为教师自己选择和设计的， 因此三人
使用的数字化教材各自不同。 课堂中采用的信息技
术为大屏幕、投影仪，学生每人配备 1 台电脑，并能
进入教师呈现的数字化教材进行自由浏览。

本文分析的三名教师的授课都是标准的 40 分
钟，因此采用了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分析。如果比较对
象的授课时间存在较大差异， 则需要对所有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内的视频分析使用 ATLAS.ti 6
社会科学领域质性分析软件进行， 时间精确到 0.01
秒。 课堂行为状态和教学媒体的类别归属由 3 名研
究者分别进行，存在争议之处，经由共同讨论决定。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由于中小学课程不同科目和同
一科目中相异知识点的知识结构的差异， 本结果仅
适用于当前研究面向的知识点。

2．当前教学结构中课堂行为的基本特征
三名教师的课堂视频分析结果显示出了很多共

同的趋势， 可表明具有稳定形式的教学结构确实存
在。在此前的著作和论文中，何克抗指出了三种教学
结构形式：教师中心的教学结构、学生中心的教学结
构和主导—主体的新型混合教学结构 （即信息技术
深层整合教学结构）。本研究的发现显示出信息技术
深层整合教学结构确实存在。

如下页图 1 所示，在三门课中，教师控制的行为
的持续时间都较短，而具有更高的行为频度；另一方
面，学生控制的行为的持续时间较长，而行为频度较
低。 具体而言，在课堂行为中，教师控制的所有行为
和学生控制的被动发言和主动发言（类别 1—10 项）
的平均持续时间不到 8 秒；而学生的演说、协作、自
主浏览数字资源和创造作品（类别 11—14 项）的持
续时间都较长，平均时间超过 1 分钟。 另一方面，教
师控制的提问（类别 4）和学生控制的被动发言（类

持续状态
单元序号

开始
时间

持续时
间（秒）

课堂行为
分类编码

教学媒体
分类编码

备注

1 0:00 5 1 IL
教 师 使 用 投 影 仪 和 计
算 机 通 过 PowerPoint
软件呈现图片

2 0:05 2 4 TL 教 师 使 用 黑 板 呈 现 教
学目标和提出问题

3 0:07 1 9 verbal 学生集体回答问题

… … … … … …

表 3 持续状态单元的记录方法

教师 年龄（岁） 教龄（年） 学历 学生人数 教学时间

A 27 5 大学 40 37 分 17 秒

B 28 9 大专 42 38 分 42 秒

C 24 3 大学 46 39 分 32 秒

表 4 教师和授课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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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9）等两项显示出了最高的频度，达到其他行为频
度的 2—3 倍，而教师控制的指导或指令（类别 6）显
示出了次高的频度，比其他行为频度明显要高；而学
生控制的行为（类别 11—14 项）频度都较低。

与 Flanders 的研究结果对比，这些趋势表明，这
三门课的教学结构与教师中心的教学以及学生中心
的教学明显不同， 具有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结
构的明显特征（如图 1 所示）。

3．当前教学结构中教学媒体的使用情况
由于学生主体的教学主要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持

实现， 本研究继续分析了各种课堂行为的教学媒体
使用情况。 图 1 显示了教师 A 授课情况，教师 B 和
教师 C 的情况与此类似， 类别 1—12 项中主要使用
了语言、 信息技术支持的陈述性媒 体 （教 师 使 用

PowerPoint 或 Flash 展示授课内容）和传统交互性媒
体（教师使用黑板、卡片等和学生交互），而在 13 和

14 项，信息技术支持的交互性媒体和产出性媒体被
更多使用。

研究发现， 不同的教学媒体的使用显示出了独
特的特征， 如信息技术支持的交互性媒体使用持续
的平均时间较长，频度较低，目的是支持学生的自主
学习；口头语言、信息技术支持的陈述性媒体及其他
传统媒体使用持续的平均时间较短，频度较高，目的
是支持教师传递知识和提问；不少情况下，多种媒体
被同时使用。 一些传统媒体显示出了信息技术支持
的教学媒体不具备的优势， 如黑板的展示空间比大
屏幕更宽（至少是 2 倍以上），因此可以同时展示更
多的知识内容、同时支持多名学生共同回答问题；在
一些情境下，传统媒体显得更灵活，如黑板、卡片或
模型显示出了更强的交互性。 展示软件 PowerPoint
和 Flash 的展示形式是线性的，而黑板、卡片或模型
可能做非线性顺序调整，如根据学生的反应，教师可
以临时调整卡片的展示顺序等。这表明，对于教师的

某些特别需求， 教育软件开发者可以开发一些专用
软件（如图 2 所示）。

图 3 显示了教师 A 授课中信息技术使用和非使
用的时间序列图，三名教师也显示出了共同的趋势。
结果表明， 如果把 40 分钟的授课分成各 5 分钟的 8
个时段，在对小学语文的这门课的授课设计中，整个
授课呈现出四部分分割的稳定教学结构。

第一部分可称之为“准备期”，占据授课的第 1
时段或 1—2 时段，目的是复习先前知识和激发学生
兴趣， 媒体使用情况为信息技术和口头语言使用各
占一半， 教学媒体主要使用信息技术支持的陈述性
媒体；第二部分可称之为“传统教学期”，占据第 2—
4 或 3—4 时段，目的是新知识传授，媒体使用情况
为全部使用口头语言；第三部分可称之为“自主建构
期”， 占据第 5—7 时段，目的是提供学生自主学习、
讨论和产出式学习的学习环境， 媒体使用情况是主
要使用信息技术， 教学媒体主要使用信息技术支持
的交互性媒体和产出性媒体；第四部分可称之为“学
生发表期”，目的是学生报告学习成果，媒体使用情
况为全部使用口头语言。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通过课堂视频分析信息技术
深层整合教学结构的研究框架， 并发现这类教学结

教师 A

verbal
IL
II
TI
TP
TL

课堂行为
分类

图 2 各种课堂行为的教学媒体使用情况及在整个授课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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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确实存在。同时，本研究中发现，教师的控制力（教
学能力）、知识点的构造性（知识结构）和教学媒体的
使用风格可能是对教学结构影响力较大的几个影响
因素。 这些结果显示了未来此领域研究的潜力。

比如在本研究中显示， 教龄较长的教师的课堂
教学行为的持续时间比新手教师相对要短， 而频度
则更高， 显示出这些教师更频繁地干预课堂教学结
构的进程，因此也对课堂有更强的掌控。这可能是因
为这些教师更有经验、更熟悉知识和学生的特性，因
此能在更早的时间内调整教学过程， 而他们也有能
力把这些调整付诸实施。

其次， 不同的教科和同一教科内不同的知识点
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 因此导致教学结构可能发生
较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小学教科的有限性，因此教科
知识点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

最后， 本研究显示， 同一电教器材因其用途不
同，对教学结构的影响也有差异，而教师使用教学媒
体的风格也存在巨大差异， 教师的偏好导致了教学
结构发生不同。因此对教师的教学媒体使用风格，以
及为什么使用风格存在不同，教师的意图、对教学媒
体的理解、教学媒体使用和知识的关联，都可以通过
特别开发的量表进行分析。 这一研究可能更深入地
揭示教学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规律。

五、学科教育技术的研究潜力和未来展望

在未来的研究中， 本文产生的量化结果可以进
一步用来绘制时序状态迁移图、系统动力学分析，从
而更精确地描述教学结构。而对教师的控制力（教学
能力）、知识点的构造性（知识结构）和教学媒体的使
用风格的研究， 这三个基本研究区域隐约向我们指
出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学科教育技术（或称

“教科教育技术”或“教师教育技术”），即此后将不仅
仅从宏观的范畴内研究教学结构，而深入各个学科，
确定各学科中不同知识点带来的相异的教学结构。
本文作者乐于指出， 学科教育技术很可能是信息技
术整合教学结构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这一新兴领域， 在基于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
框架下，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向继续发展：确定各学
科内依附于知识点的教学结构差异， 并尝试建立相
应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确定学科教师个人特质不同
而导致的教学结构差异， 并尝试建立相关的教师手
册（Handbook 或 Checklist）；通过定性和定量方式建
立教师、学生、教学资源和媒体各要素在形成教学结
构中的相互联系公式；此外，也有可能对海外诸国和
国内所形成的教学结构差异及为何这些差异得以产
生，建立一个统一的工具平台，以进行可供反复查证

确认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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