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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中，与每位一线教师最为密切相关
的就是课堂教学的改革，课堂教学的评价更加注
重多元化，注重过程性，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使得
评价的结果也不尽一致。从评判标准的侧重点来
看，有的重视课堂的完整性，有的重视课堂的生
动性，还有的注重课堂的严密性。在评价方式错
综复杂的情况下，研究一种新理论指导下更具有
量化特征的微观评价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因此，笔者以语言行为分类系统为基础，结合最
新课堂观察理论总结了一套课堂教学微观评价
的新模式。

一、FIAS理论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者 Flanders 在 20世纪
60年代提出了一个至今深刻影响着教育界的语
言行为分类系统———FIAS（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简称 FIAS）。FIAS是一种探索课
堂教学本质和教学规律的分析技术，该系统致力
于探究课堂教学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对课堂进行
互动分析，研究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教学行为和
师生的互动事件。该分类系统具有较强的操作
性，其观察、记录及分析性能也较为中立和客观，
因此，为研究课堂教学规律提供了一条有效途

径，对教育界进行课堂教学分析和评价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1]

FIAS源于 Flanders 的一种观念:语言行为是
课堂中主要的教学行为，占所有教学行为的 80%
左右，因此，评价一堂课的最佳方法是对课堂内
的师生语言行为进行互动分析。从某种意义上
说，把握了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语言行为也就把握
了课堂教学的实质。FIAS正好是对课堂中教师和
学生的互动语言进行编码分析，从互动语言行为
分析课堂隐形结构，对课堂做出微观科学的评
价，进而为优化课堂结构、调节课堂氛围、促进课
堂民主化管理服务。FIAS 大致上由三个部分构
成。
（一）Flanders编码系统
FIAS的编码系统如表 1所示。它把课堂上的

语言互动行为分为教师语言、学生语言、沉寂或
混乱（无有效语言活动）三类，共 10种情况，分别
用编码 1～10表示。
（二）Flanders规定标准
FIAS对观察和记录编码有详细的规定。按照

它的规定，在课堂观察中，观察者每 3 秒钟取样
一次，对每个 3秒钟的课堂语言活动都按编码系
统规定的意义赋予一个编码码号，作为观察记

【摘 要】语言行为是课堂中主要的教学行为，因此，评价一堂课的最佳方法是对课堂内的师生语言行为进
行互动分析。文章借助FIAS，以现代课堂观察理论为基础，剖析了研究者怎样从师生互动角度给一节课做微
观评价，以实例的方式给出了课堂量化评价的新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FIAS应用在课堂观察中的操作
过程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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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landers 互动分析编码系统及其解释

编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内容

表达情感

鼓励表扬

采纳意见

提问

讲授

指令

评价

应答

主动

无有效语言

简单解释

以平和的方式接纳、领悟学生的情感、心情，情感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包括表达期望或使学生

回忆他们自己的感受。

表扬或鼓励学生的行为，讲缓和气氛的玩笑，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肯定学生的意见，在这基础上适当扩展、发挥。

提出关于内容方面的问题，目的在于引起学生的思考。

提供与课程有关的事实、见解，表达自己的想法，做出解释、或援引权威而非学生的说法。

发出学生能够遵从的指令、命令或口令，希望学生照办。

为纠正或改进学生的行为而陈述，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自我炫耀。

学生对教师的发言做出应答性反应，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受限制。

学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内容有可能超出教师限定的范围。

暂时停顿、短期的混乱，观察者无法理解的传播。

分类

教师

语言

间接

影响

直接

影响

学生语言

沉默或混乱

录。这样，一堂课大约记录 1000个左右的编码，
它们表达着课堂上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每个事件占有一个小的时间片断，课堂中的
事件先后连续，连接成一个时间序列，表现出课
堂教学的结构、行为模式和风格。
（三）Flanders矩阵表格
对记录数据的显示和分析是通过分析矩阵

来实现的。Flanders互动分析矩阵是一个对称矩
阵，它的行和列的意义都由编码系统的规定编码
所代表的，矩阵的每个单元格中填写一对编码，
表现的是先后连续的课堂行为出现的频次。矩阵
中各种课堂行为频次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它们
在矩阵中的分布可以对课堂教学情况作出有意
义的分析。

二、FIAS操作方法

（一）数据采集
由于 FIAS 要求观察者在每个 3 秒钟要在

10个课堂语言传播类别中做出一种选择，因而，
现场观察对课堂观察者的要求较高，观察者必须
熟知 FIAS 的编码规则和各个编号所代表的含
义。编码者最好进行预先训练，以此能够在快速
准确判断时进行正式的数据采集。观察的位置要
能照顾课堂全局，不受视线的影响。

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语言行为往往是
非常复杂的，为了帮助观察者准确判断师生语言
行为的类别，Flanders 和同事制定了以下的观察

原则。
（1）当不能确定某一语言行为究竞属于两个

或多个类别中的哪一类时，选择远离“5”的类别，
但不能选择类别“10”。

（2）如果在 3秒钟时间内出现多种语言行为
时，把它们都记录下来。

（3）当教师叫某一位学生名字时，属于类别4。
（4）当教师重复学生的正确回答时，属于类

别 2。
（5）教师不是以嘲笑的态度和学生开玩笑

的，属于类别 2；如果是讽刺、挖苦学生的，属于类
别 7。

（6）如果观察者不能确定某一语言行具体归
属那一类别时，就归属第 10类。
（二）数据统计
FIAS数据统计采取的是对称矩阵的录入方

式，将所有的数据录入到 10行 10列的矩阵中。
填写矩阵的规则是: 在编码的前后各加一个 10，
并依次提取编码，每一个编码使用两次即与前一
个和后一个编码各组成一对，每一对编码的前一
个数字表示行数，后一个数字表示列数。例如，观
察者在课堂中记录的编码为 5，5，5，10，10，10，
10，4，4，4……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前后两项组合
配对的单位来表示，比如，（5，5），（5，5），（5，10），
（10，10），（10，10），（10，10），（10，4），（4，4），（4，
4）……然后把相同的配对或编码组合进行统计，
将总计的频次填写在 10×10的矩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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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个案矩阵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7

0

2

1

2

0

17

3

1

33

3

0

0

0

0

0

0

0

1

1

0

2

4

0

9

0

34

11

10

0

20

2

7

93

5

0

3

0

8

53

2

1

13

2

0

82

6

0

3

0

7

9

89

0

24

3

14

149

7

0

0

0

0

0

0

0

0

1

0

1

8

0

8

2

43

6

27

0

264

2

3

355

9

0

1

0

0

1

2

1

9

8

0

22

10

0

0

0

5

2

17

0

1

0

29

54

合计

0

31

2

99

83

149

2

349

22

54

791

表 4 课堂教学测量与评价表

变量

教师言语比率

学生言语比率

沉寂比率

教师间接与直接影响比率

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比率

学生主动与学生应答比率

测量值（%）

44.51

47.66

6.83

84.74

21.85

6.3

常模（%）

约为 68

约为 20

约为 11或 12

约为 72

约为 42

约为 34

评价

教师言语比例偏低，课堂民主开放。

学生言语比例偏高，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沉寂比率偏低，课堂教学利用率较高，课堂气氛活跃。

教师间接与直接影响比率现对于常模偏高，教师倾向于对课堂进行直接的控制。

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比率偏低，教师课堂多以说教的方式，多为消极影响，需改变影响策略。

这一比率说明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在该节课中很少体现，多为被动回答问题。

缩写

TT

PT

SC

ITD

PTN

ATR

表 2 课堂教学测量与评价表

变量

教师言语比率

学生言语比率

沉寂比率

教师间接与直接影响比率

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比率

学生主动与学生应答比率

常模（%）

约为68

约为 20

约为 11或 12

约为30

约为 42

约为 34

计算公式

［
7

i = 1
ΣRow（i）］×100÷Total

［
9

i = 8
ΣRow（i）］×100÷Total

Row（10）］×100÷Total

I
D［

4

i = 1
ΣRow（i）］×100÷

7

i = 6
ΣRow（i）；

P
N［

3

i = 1
ΣRow（i）］×100÷

7

i = 6
ΣRow（i）；

A
R =Row（9）］×100÷Row（8）.

（三）数据分析
FIAS数据的分析一般从课堂结构和教学风

格两个方面来刻画一节课，根据统计的数据，通
过计算教师语言比率、学生语言比率、沉寂或混
乱比率可以分析课堂结构；通过计算教师间接与
直接影响比率、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比率可以分
析教学风格。[2]

美国教育学者贝莱克通过研究大量课堂教
学师生言语行为互动，最后得出如下研究结果:

“教师支配着班级的言语活动。根据录音带的记
录，师生活动的比率大约为 3：1。因此，暂且不论
分析单位是什么，教师在言语活动中的数量，要
远远比学生活跃。”[3]国外学者邓金和比德（M. J.
Dun kin，B.J. Riddle）综合了大量研究结果，得出
以下结论：间接教学能促进学生的参与，引发学
生较多的发言，激发学生的动机，鼓励学生的主
动与创见，减少学生的焦虑，提高学生的学业成
绩.。[4]

三、FIAS课堂教学评价

下文以某老师高中数学必修五 3.3.2简单的
线性规划问题（一）观摩课（录像课）为例，按照
FIAS的规定做了完整的观察记录[5]。
（一）矩阵分析
研究者按观察记录填写完成 Flanders 互动

分析矩阵，数据见表 3。
依据表 3 矩阵中各种课堂行为频次之间的

比例关系以及它们在矩阵中的分布，我们可以对
课堂教学状况做出如下有意义的分析。

由表 4 可知，沉寂或混乱比率 6.83%，说明

FIAS在课堂教学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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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堂教学利用率较高，课堂气氛活跃。根据录
像资料、课堂现场记录及对当事人的访谈，我们
进一步可以发现，学生在理解教师书写的数学推
导过程以及思考教师提的问题时保持沉默。
（二）时间线标记分析

对时间线标记示意图所示的课例时间线标
记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间位置之下填充
的部分相对较多，而中间位置之上填充的部分相
对较少。这说明，在该节数学课中，教师倾向于限
制学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以有问才有答的
直接教学风格为主。但是，在某些教学环节，如学
生活动（14～25）分钟、意义建构（26～40分钟）等，
教师使用的则是间接教学风格，他注重以启发式
引导学生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该课堂教
学虽然是以教师语言为主的，但学生也能积极主
动参与其中。
（三）课堂行为曲线分析

对课堂行为曲线分析图进行分析，我们可以
发现，整堂课中教师的语言比率相对较高，形成
了 12 次高峰，学生的语言比率形成了 10 次高
峰。进一步分析可知，在教师语言比率高峰后都
会有学生较小的语言比率高峰出现，说明学生在
教师的引导下有了较为积极的反应，师生间的互
动情况也比较好。

四、FIAS软件的视频操作与实现

上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FIAS的概念、编码

原理和操作过程，由于这种课堂观察的方法需要
每 3秒在十项选择中做出判断，工作量大并且需
要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为了让普通一线教师能
够普及应用，我们可以利用 FIAS编码辅助软件
（以 ETToolbox FIAS 2011为例）实现课堂分析，其
操作过程如下。

首先，在左上角视屏地址框内输入您所要分
析的课堂视屏地址，点击加载。等视屏加载完毕
后，点击视屏画面下方视屏播放按钮，开始分析。
在分析时，请在时间轴 0～3 秒内做出判断，若没
来得及反应，可考虑暂停视屏思考判断。待视屏
分析完毕后，点击导入记录按钮，便可进行标题
栏中课堂的三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分别点击
时间标记图、互动矩阵分析图、变量分析导出相
应的结果。

目前，FIAS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汇集数据：
（1）我国台湾地区设计的 93.02.17 Flanders 互动
分析系统辅助软件，它支持通过系统直接手动输
入数据；（2）一般版本都支持通过相应电子表格
规格输入数据后导入到系统。除此之外，观察者
还可使用便携式手机版，进行现场课堂信息采
集。

五、应用特点

作为著名的教室观察系统，FIAS 不但可以
用来记录和分析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教学行为，
提供教师改进教学的反馈信息，更可以成为教师
教学评价的一项参考指标。FIAS应用于课堂教学

图 1 时间线标记示意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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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堂行为曲线分析图

图 3 FIAS 编码辅助软件操作示意图

FIAS在课堂教学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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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评价有如下特点。
（一）FIAS课堂教学评价科学性与实践性并

举
基于 FIAS的课堂观察借助的是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学者 Flanders 提出的课堂语言互动分析
理论，该理论在课堂观察的取径方面有突破性的
发展，得到了各国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同。
FIAS理论编码课堂相对方便，编码注意到了学
生、教师的一言一行，全面透彻。与此同时，基于
FIAS的课堂观察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教师或教研
人员既可以在现场或通过录制视频观察课堂，也
可以通过片段分析，亦或整体研究。分析的结果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具体指导教学方面能提出
可操作的建议。
（二）FIAS课堂教学评价质性研究与量化研

究相结合
课堂是一个变化的场域，复杂动态，它即有

明确的一面，也有其不可测的一面。因此，单一的
方法很难在课堂评价中做到准确全面，基于 FIAS
的课堂观察可以将编码分析结果和具体课堂活
动相结合，根据数据和上课教师的访谈记录，观
察者可以比较精确地还原课堂，反应课堂的本
质。
（三）FIAS课堂教学评价微观与宏观并重
课堂不但要注重宏观效果，更应该注重微观

细节。FIAS系统从微观层面出发，将课堂中的每
一个细节甚至每一句话较为细致地进行解析，尤
其是课堂行为曲线分析，它就像给课堂做了一个
“心电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诊断出课堂中存在
的问题，并对以后该如何改进的方向提供了资
料。只有注意到课堂微观的细节，我们才会得到

整体的课堂效果。
FIAS 这一理论虽然发展至今已有 50 多年

的历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了较
深入的研究，但是普及性还不够，这种方法大多
都用在科学研究上，很难大面积地运用于课堂教
学实践中，这主要是因为课堂编码过程比较繁
重，课堂观察者得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完成编码，
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
是，现有的 FIAS 编码辅助工具（mobile telephone
版，网络版、单机版）都只停留在表面辅助编码，
没有真正解决编码的本质，编码过程还需要人做
出选择，工作量大。如能开发出自动识别的手段
和易操作的编码工具，FIAS的实践应用将会有更
大的突破。再者，基于 FIAS的课堂观察主要以语
言行为分析为主，很少涉及到学科素养方面的分
析，如能加以改进并加入学科素养方面的维度，
测评工具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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