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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报告是一个课堂洞察工具，用来帮助您有意识地发现、分析、优化教学方式方

法。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基本单元，交往是活动的基本要素，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活动中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活动中形成。

本报告立足于鼓励课堂互动、鼓励多种思维平衡、鼓励课堂民主，推动批判思维和

创新思维的养成，鼓励学生各种个性共同发展，与通常立足于学科知识逻辑的学科分析

形成互补。

本报告由课堂概要、互动交流、思维激发三大部分组成。

A. 课堂概要：从课堂整体表现、教学效果序列、课堂特点、教与学过程基本参数四

个方面，为您检查该堂课教学意图的实现情况，提供参考。

B. 互动交流：运用弗兰德斯言语互动（FIAS)、问答评模式(IRE)、教学活动类型

（S-T)等分析技术，从教师讲解与提问、学生发言与对话、师生互动等方面，反映本堂

课教与学的交互活动情况。

C. 思维激发：运用学习发生的知行理论，从教师知行教学风格、推动有效学习程

度、兼顾学生学习风格与左右脑思维特点、激发学生想象力、课堂思维结构等方面，反

映本堂课教与学思维激发情况。

若需研究更详细情况，可扫码获取专业版大数据报告或复盘回放。

本报告二维码 专业版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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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堂概要

（一） 课堂整体表现

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构的九个分析领域中，目标定位、课堂艺术、评价反馈、学习体验方

面表现良好，建议继续保持；合作交流、思维激发方面，可重点关注。您本堂课呈现出右脑

思维模式。倾向于直觉快速把握获得的信息，关注实用和操作。您本堂课展现的个性风采：

善于知识迁移创新、举一反三、开放热情，激励合作。

在教学效果方面，在00:00:00-00:06:19，00:06:37-00:16:42，
00:24:34-00:34:03活动时间片段，学生认真听课，能跟随教师授课节奏。该堂课采用了多
种促进学习的方式，非常好。

在教学艺术方面，本堂课教师语言情感饱满、课堂引导积极乐观、语言精炼、富于想象

力。在关注学生全体方面，能够均衡照顾到各类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

在课堂参与方面，学生参与互动或练习正常；在情感体验方面，学生显示了正极情感。

学习体验方面，学生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意见，建议关注现实型类型的学生，让他（她）们得

到思维满足。

本堂课教师在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互动方面较好，在启发性、教师发问、学生表达稳定方

面较好；在教师正面回应学生、教师聚焦讲授与提问方面需要关注。

本堂课教师的“问-答-评”运用适中，对学生的及时反馈良好。

本堂课四何运用均衡；建议教师关注“四何”的充分运用，使得学生对课堂知识有清晰的
认识；建议教师根据知行理论，关注有效推动学习发生。

*未提供教案或提供的教案不足以分析，目标定位指数的相关观测项取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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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效果序列分析

教学效果序列分析，即按照授课主题将课堂40分钟划分为若干活动片段，以时间序列为

横轴变量，呈现出教师教学组织、学生学习效果的过程情况。本堂课的教学效果序列图如

下。

授课主题 妈妈 旅行 组长 豌豆 旅行 妈妈 传播方式 传播 豌豆 传播方式 日记 旅行 

教
学
效
果

师生发言相关度【注 1】 0.65 0.60 0.58 0.62 

学生发言主题 妈妈 波浪 孩子 妈妈 孩子 孩子们 种子 妈妈 动物 办法 妈妈 旅行 

最长单次学生发言 39.8秒 24.1秒 96.3秒 76.0秒 

主要学习风格 — 感悟型 能动型 感悟型 

教
学
方
法

提问模式 追问型 追问型 简单型 简单型 追问型 

知识传递的主要方式 如何 如何 是何 若何 是何 

互动主要模式 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 

学习促成的主要方式【注 2】 ③ ③ ③ ① ③ 

     

授课主题 植物 知识 妈妈 

教
学
效
果

师生发言相关度【注 1】 0.56 

学生发言主题 办法 妈妈 孩子 

最长单次学生发言 17.9秒 

主要学习风格 感悟型 

教
学
方
法

提问模式 简单型 

知识传递的主要方式 如何 若何 

互动主要模式 师生互动 

学习促成的主要方式【注 2】 ① ③ 

  

教学效果序列分析小结：

在00:00:00-00:06:19，00:06:37-00:16:42，00:24:34-00:34:03活动时间片段，

学生认真听课，能跟随教师授课节奏。该堂课采用了多种促进学习的方式，非常好。

【注 1】师生发言相关度：衡量教师授课与学生发言的相关程度，取值范围0~1。完全相关则等于1，完全不相关或学生发
言过少则等于0。相关度高，表示学生认真听课，能跟随教师授课节奏。相关度低，多数表示学生没有跟随教师授课，也可
能表示学生产生了创造性联想。 

【注 2】学习促成方式：按照学习发生的知行理论，学习发生有四种模式，①场景→内化建构，②概念→内化建构，③概念
→思想练习，④场景→思想练习；理想教学顺序①、②、③、④循环而上，需基于教学环节和学科逻辑。本处活动片段划分
则是基于课堂容量，与通常的教学环节设计可能并不一致。故此处的学习促成方式分析，主要用来呈现多样性，而非顺序
性。 

00:00:00 00:06:37 00:16:44 00:24:34 课堂时间

00:34:05 课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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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展现 

 教师对学生及时评价反馈 

 教师给予学生思考讨论再回答问题 

 教师善用追问 

 教师语速适中、语言精炼 

 教师推动有效学习 

 学生充分表达 

 课堂想象力丰富 

 课堂互动充分 

 激励学生主动参与 

 教学风格兼顾性 

  

（三）课堂特点

表示教师表现较突出的方面。其中，部分特别指标的含义如下：

学生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展现：让更多知行学习类型得到照顾。学生充分表达：让单个学

生有10-30秒的发言机会。教学风格兼顾性、教师推动有效学习：教师均衡的教学风格

利于学生思维激发，恰当的推动方法利于学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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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与学基本参数

1.教师的教学特点

指标 分值 参考范围 指标说明

1-1 教师讲话
总时长

00:18:09 15-28分钟

1-2 授课语速 272字/分钟 200-250字/分钟 教师授课语速及凝炼度，会影响学生是否能及时处
理教师所传递的信息。凝炼度数值越大表示单位时
间内教师传递给学生的信息量越大。如果教师语速
过快同时语言凝炼度较高，会导致学生无法跟上教
师思路。课堂中教师习惯性的重复话语会使凝炼度
降低【注 3】。

1-3语言凝练度 2493.36比
特/分钟

2000-2500比特/
分钟

1-4积极话语次
数

41 (根据授课时间)大
于19 教师情感饱满程度和比较强烈的积极话语次数，会

吸引学生在课堂中更加投入，也反映出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投入程度和对学生激励程度。1-5情感饱满度 0.19 大于0.19

1-6课堂负极氛
围

23 (根据教师的有效
授课时间)小于28

与教师进行课堂整顿和管控的程度相关，也与授课
内容蕴含的情感相关。通常此类指标较高时，教师
的管理风格偏严厉，容易让学生产生压迫感，不敢
表达真实想法。教师在和学生的互动中可以增加鼓
励和认可（参考1-4“积极话语次数”），来提升课堂
互动质量和学生的投入程度。

1-7 想象力 0.20 大于0.18

想象力：数值越大想象力越大，想象力高的场景更
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强化学生对内容的记
忆和迁移。通常将两个关联度越低的事务联系起
来，或者跨学科跨领域，则想象力指标就会提高。

1-8 思维激发
开放性

1 大于2次 教师在授课时激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如“还有没
有不同的想法？”，以有意义的次数来衡量。

1-9 强化知识
记忆倾向

课堂教学常包含知识重温、学习目标设定和课堂总
结，研究表明这些与强化知识记忆倾向正相关；如
果与1-8“思维激发开放性”配合，会取得更全面的效
果。

1-10常用口头
禅

未检测到明
显口头禅 

尽量减少口头禅

教师的口头禅，因为不自觉使用，会影响教学效率
甚至无意识对学生形成干扰。通常在语文课中，由
于课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类似口头禅的语气词，在
参考此指标时需注意区分。口头禅也会降低教师的
语言凝炼度。

1-11知行教学
风格

0.20 0.00-0.25
知行教学风格的强烈程度，反映了教师知行教学个
性的鲜明程度。过于强烈的个性，会使教师难以兼
顾不同风格的学生【注 4】。

教师本堂课的教学特点小结：

在教学艺术方面，本堂课教师语言情感饱满、课堂引导积极乐观、语言精炼、富于想象

力。在关注学生全体方面，能够均衡照顾到各类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

【注 3】凝练度是用单位时间教师讲话所包含的信息量(香农理论)来衡量。 
【注 4】知行教学风格强烈程度：基于教师课堂知识传递联合采用概念抽象（what）—场景假设（what if）—
为什么（why）—怎么样（how）四种方式的分布情况，以此计算偏离零点的程度，用来衡量教师传递课堂知识
偏向某方式的程度。数值越小表示教师的教学风格能够更好的兼顾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侧面反应教师教学经验
的成熟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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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的课堂反应

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2-1 学生发言情况

（1）发言总时长 00:13:48

（2）发言主题的高频词 妈妈 孩子 旅行 办法 

学生课堂知识兴奋点或教师引导的学生关注
点。所有学生发言提及的前几个高频主题。结
合教师授课知识路径，了解学生关注重点，可
以分析课堂知识引导是否和教师期望一致

（3）发言人次 97

（4）发言总字数 2651

（5）发言平均时长 8.54秒

（6）发言的充分表达量 27次 学生发言在10-30秒的次数

（7）发言时长分布 
时长分布图中，横轴表示学生发言时长分段，
纵轴表示在对应时长中学生发言的次数。
2秒以内（紫色）多表示学生对老师封闭性提
问的响应（如：好不好？是多少？等类似提
问），学生被动跟进教师的授课进度，难以引
发学生的深入思考。
4-30秒区间（绿色，尤其是10-30秒）表明，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能有效鼓励学生主动思
考，同时学生能有机会完整地表达个人想法。
30秒以上，多表示学生在朗读或播放多媒体内
容。 

2-2学生情感体验
正极:00:01:41
中性:00:11:44
负极:00:00:21 

正极表示学生课堂情绪比较积极，负极表示学
生课堂情绪比较忧伤焦虑，用相应情感的累计
时长来表示。教师需要根据课堂教学的情感价
值观目标定位，检查目标达成情况。

2-3知行学习风格
能动型:32%
现实型:8%
哲理型:11%
感悟型:48% 

全部发言学生呈现的学习风格百分比分布，根
据学习发生的知行理论，一般来说若兼顾了四
种类型则说明教师能够在课堂中有效激发各种
学习风格的学生。教师可根据教学设计和学科
逻辑有意识地加大激发某类学习风格。

学生的课堂反应特点小结：

在课堂参与方面，学生参与互动或练习正常；在情感体验方面，学生显示了正极情感。

学习体验方面，学生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意见，建议关注现实型类型的学生，让他（她）们得

到思维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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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互动交流

（一）弗兰德斯(FIAS)互动分析

指标 分值 参考范围 指标说明

1 师生交互总次数 194 150-300
师生交互总次数，师生教和学行
为互相转换的总次数，包括并不
限于语言交互。

2 师生问答次数 52 教师问问题且学生回答的总次
数。

3 学生主动发言次数 6

4 单个学生发言时长

 4-1 最长（秒） 96.29

 4-2平均（秒） 8.54

5 教师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互动的情
况

19.79% 大于10%
用教师接纳学生情感、称赞、接
受学生想法、发出提问（弗兰德
斯类1，2，3，4）的时间片段占
比来衡量。 

6 弗兰德斯雷达图 

弗兰德斯雷达图旨在分析互动的
质量。面积越大，互动质量越
好。 某个维度取值越高，表示该
方面做的越好。 图中的橙色线条
表示的是常模。 

师生言语互动小结：

本堂课教师在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互动方面较好，在启发性、教师发问、学生表达稳定方

面较好；在教师正面回应学生、教师聚焦讲授与提问方面需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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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堂类型

本堂课基本属于混合型。

2 师生互动曲线【注 5】

本次课学生很活跃。

（二）“问-答-评”结构（IRE)互动分析 (参考P11) 

指标 次数 指标说明

1 简单型 4 教师课堂提问存在着IRE（Initiation Response
Evaluation）结构，即教师通过提问发动互动
（Initiation），学生对教师问题作出响应
（Response），随后教师对学生的响应进行评价反馈
（Evaluation）。如果教师给学生预留讨论或思考的时
间，模式里会有D（Discussion）出现。
典型的提问方式有简单型IRE，学生讨论思考再答型
IDRE，追问型IRIRE，以及其他的复杂组合型。

2 追问型 6

3 学生思考讨论再答型 1

备注：课堂存在其他形式的问答评方式，本处仅指语音类的问答评。

问答评互动小结：

本堂课教师的“问-答-评”运用适中，对学生的及时反馈良好。

（三）教学活动类型（S-T模型)分析

【注 5】师生互动曲线描述的是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情况。沿横轴方向的线段代表老师在讲话，沿纵轴方向的
线段代表学生在讲话。当曲线倾斜角小于45度时，表示老师活动占多数；倾斜角大于45度时，学生活动占
多数；当某段倾斜角约45度时，表示在此段时间内老师学生互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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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思维激发

（一） 本堂课的学习发生主要方式

理解本部分须首先了解相关背景知识。

学习发生，就是将所学真正吸收到学习者的知识体系里。根据知行学习发生理论，共有

四种学习发生方式。学习发生方式，及其与刺激学习发生的问题类型的关系如下表。

学习发生的知行模型 四种学习发生方式

方式①，创设情景，探究现象背后的原
因；

方式②，基于已有知识概念体系，探究
问题背后的原因；

方式③，基于已有知识概念体系，探索
如何解决问题；

方式④，创设情景，探索如何采取行动
去解决情景中的问题。

注：课堂教与学的活动若按照这四种学
习发生方式依序组织成①→②→③→④
周而复始，则能更有效激发学生思维，
促进学生认识水平螺旋式上升发展。

使学习发生的问题类型 主要知识指向 主要思维指向

四何

是何（what） 概念性知识 抽象逻辑思维

为何（why） 原理性知识 质疑批判思维

如何（how） 策略性知识 程序化思维

若何（what if） 知识的迁移与创新 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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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课关于学习发生的分析数据，第一部分之（二）教学效果序列分析也有涉及。

1.教师课堂投放信息的四何分布情况

指标 分值 参考范围 指标说明

1.四何比例分布

若何:42% 

为何:8% 

是何:30% 

如何:19% 

课堂知识传递方式，用若何（what
if）、为何（why）、是何
（what）、如何（how）来代表，这
并不限于“为何“等之类的提问，而仅
仅作为教师课堂知识传递的方式的典
型代表。这四种课堂知识传递方式的
分布情况，反映了教师在课程设计上
对场景设置、原因探索引导、概念抽
象概括、知识练习和知识迁移方面的
总体规划。教师可以据此检查优化课
程设计。同时此指标可以和第一部
分“学生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展现”指标
进行比对参照，调整课程设计。因为
通常每个学生学习风格是不同的，需
要教师在课堂设计时尽可能全面涵盖
四何方式以达成更好的授课效果。 

2.四何数量分布

若何:35 

为何:7 

是何:25 

如何:16 

总数:83 

（根据教师本堂
课讲授信息量）
四何总数大于98

3.教师推动有效
学习程度

0.20 0.47-1.00

根据学习发生的知行理论，为何、如
何方式是促进学生产生内化建构、思
想练习的重要方法，适当采用这些方
法会提高分值，但过多使用也会产生
钝化，提升速度会下降。

4.左右脑思维激
活情况

左脑时长 00:02:19

右脑时长 00:02:52

左右脑比例(左/右) 0.81

本次课以右脑激发为主。 

2.课堂信息中问答类的四何分布情况

本堂课的思维结构小结：

本堂课四何运用均衡；建议教师关注“四何”的充分运用，使得学生对课堂知识有清晰的

认识；建议教师根据知行理论，关注有效推动学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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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理论通过分析处理信息的方式（横轴从左到
右代表从概念到场景）， 以及处理完信息之后的
响应方式（纵轴从下到上代表从内化建构到思想
练习）， 凝练而深刻地刻画老师的教学风格和学
习者的学习风格。 教学风格分布越均匀，表示对
各类学生的兼顾越好。 

教学风格强烈程度：

教学风格强烈程度为：0.20（数值越大表示越强
烈）。

各象限分布：

教学风格 百分比

场景→内化建构 23.33%
概念→内化建构 16.67%
概念→思想练习 46.67%
场景→思想练习 13.33%

各象限分布：

学生学习风格 百分比

感悟型 48.39%

哲理型 11.29%

现实型 8.06%

能动型 32.26%

（二）本堂课的教师教学风格

 

（三）本堂课的学生学习风格

根据学生学习发生方式的偏向，学习风格划为感悟型、哲理型、现实型、能动型四种。人工智
能算法是统计全部发言学生呈现的学习风格百分比分布。根据学习发生的知行理论，一般来说，若
兼顾了四种类型，则说明教师能够在课堂中有效激发各种学习风格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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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评”结构（IRE)互动分析详细数据

I：教师发动提问，R：学生响应，D：学生讨论思考，E：教师评价反馈。教师发动提
问I，根据发动的问题分为五种：若何（What if）、如何（How）、是何（What）、为何
（Why）、其他（Other）。是何，多为封闭型问题；若何、如何、为何等则多为开放型问
题。 教师评价E，分为三种：否定(-)、肯定(+)、引述(~)。

通常来说，开放问题非简单否定的IDRE模式，更能激发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的热情。过
多封闭问题的简单型IRE，因为会导致教师威信呈现过强，而影响学生思想的参与积极性。

1、简单型 （4次） 

00:20:56--00:21:34: Iwhat RE+

00:23:21--00:23:38: Iwhatif RE~

00:26:51--00:27:27: Iwhat RE~

00:34:26--00:35:08: Iwhatif RE+

2、追问型（6次） 

00:01:34--00:03:54: Iwhatif RIwhatif RIwhatif RE+

00:09:44--00:10:40: Iwhy RIother RE+

00:10:43--00:11:36: Iother RIother RE+

00:23:50--00:24:38: Iother RIhow RE-

00:24:52--00:26:31: Iwhatif RIwhat RIother RIhow RIwhatif RIother RE+

00:27:47--00:29:00: Iother RIwhatif RIhow RE+

3、学生讨论思考再答型（1次），学生平均练习思考时间20.0秒 

00:04:31--00:08:42: Iwhatif RIother RDRDRDRIwhatif RIwhat RIhow RIwhat RIwha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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