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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做课例研究”之三

课堂观察工具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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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观 察 是 课 例 研 究 的 中

心 环 节 ， 该 环 节 提 供 反 映 教 学

效 果 的 证 据 ， 是 对 教 学 进 行 反

思 和 重 新 规 划 的 基 础 。 课 堂 观

察 的 重 点 是 基 于 课 例 研 究 的 主

题 而 确 立 的 ， 观 察 重 点 一 旦 确

立 ， 就 需 要 选 取 或 开 发 适 当 的

观 察 工 具 。 在 传 统 的 教 研 活 动

中 ， 教 师 进 行 课 堂 观 察 的 工 具

仅限于一本听课笔记和一支笔，
甚 至 连 这 些 也 没 有 ， 只 是 为 听

而 听 ， 不 知 道 要 听 什 么 ， 也 不

知 道 怎 样 去 听 ， 听 完 课 后 只 是

三 言 两 语 地 就 课 论 课 ， 潦 草 结

束 。 这 一 方 面 表 明 传 统 教 研 活

动 太 过 随 意 ， 缺 乏 规 范 ； 另 一

方 面 也 说 明 在 教 研 活 动 中 有 效

的 课 堂 观 察 工 具 不 可 或 缺 。 课

例 研 究 是 教 师 群 体 的 一 种 专 业

发展行为， 为提升其研究品质，
必 须 借 助 有 效 的 观 察 工 具 来 收

集 反 映 学 生 学 习 状 况 的 证 据 ，
以 使 随 后 进 行 的 教 学 反 思 和 重

新规划有据可依。

最 直 接 的 课 堂 观 察 工 具 也

许 是 教 案 。 因 为 只 要 对 照 教 师

的 教 案 ， 我 们 就 可 以 了 解 在 课

堂 的 预 设 之 外 生 成 了 什 么 、 为

什 么 会 有 这 样 的 生 成 以 及 可 以

怎样改进原有的设计。 在日本，
教 师 通 常 都 会 带 着 一 份 经 合 作

设 计 达 成 共 识 的 教 案 去 观 课 ，
以 便 在 观 课 过 程 中 参 考 查 对 。
如 右 表 所 示， 教 案 观 察 表 是 在

复 线 型 教 案 的 基 础 上 开 发 的 ，
“教 学 活 动 设 计”与“预 期 行 为 ”
两栏是复线型教案的设计内容，
“非预期行为” 包括学生的非预

期 行 为 及 教 师 的 非 预 期 应 对 ，
是 课 堂 观 察 时 观 察 者 重 点 记 录

的内容， “提升空间”则是基于对

非 预 期 行 为 的 分 析 提 出 课 堂 教

学改进的建议。
以 《小蝌蚪找妈妈》 一课的

教 案 片 段 为 例 ， 任 课 教 师 执 教

这 一 片 段 时， 观 课 教 师 发 现 一

位 学 生 的 发 言 超 出 了 教 师 的 预

期， 他问道：“小蝌蚪为什么先长

出后腿？” 教师一愣， 显然没有

意 识 到 学 生 会 问 这 样 的 问 题 ，
于是他来不及思索， 回答道：“这

是它的生长规律决定的。” 在课

后研讨时， 教师们开始反思， 任

课 教 师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应 对 是 否

恰当。 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 在

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时， 如果只

是 简 单 地 把 他 们 引 向 现 代 科 学

的 自 然 秩 序 ， 那 么 很 有 可 能 会

阻 断 他 们 继 续 探 索 的 热 情 和 动

力。 对 学 生 所 提 问 题 的 恰 当 回

应 才 能 使 他 们 保 持 对 问 题 持 续

的、 鲜活的兴趣， 一个机智的教

育者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 当

学生问“小蝌蚪为什么先长出后

腿” 这一问题时， “启发他们通

过 养 蝌 蚪 观 察 一 下 ” 或 许 是 更

为恰当的回应方式。
显 然 ， 作 为 课 堂 观 察 的 工

具， 复线型教案成为以学为中心

的课例研究的有力支撑。 教师教

学研讨的重心不再是单一的“怎

样教”， 而是把学生的学习状况

和 教 师 对 学 生 学 习 的 应 对 作 为

教 学 研 讨 的 重 点 。 课 例 研 究 重

心 的 转 移 不 仅 可 以 丰 富 教 师 对

学生的认识， 更可以提升教师的

教学机智和教学策略， 随着教师

专业知识的丰富和完善， 教学改

进亦成为现实。 正如日本教育学

者佐藤学所作的形象比喻， 好的

教 学 就 如 接 住 学 生 “投 过 来 的

球”， 即“接住”每个学生的发言，
并 能 与 那 些 倾 心 “投 球”的 学 生

的 想 法 产 生 共 振 ， 而 不 是 只 注
一、 教案观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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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己教学的进度。

为 改 变 传 统 教 研 活 动 中 教

师 仅 凭 印 象 和 感 觉 开 展 教 学 研

讨 的 局 面 ， 课 例 研 究 小 组 通 常

会 先 根 据 观 察 目 的 编 制 合 理 的

量 表 以 用 作 课 堂 观 察 的 记 录 工

具， 而后在研讨中依据观察量表

中的 “数据” 对课堂教学进行深

入 的 分 析 ， 以 提 高 课 例 研 究 的

实证水平。
在当前的课例研究中， 观察

量表的使用较为广泛。 观课教师

在确定观察点后， 就可以结合自

身的实践经验， 独立或合作开发

观察量表， 而后进入课堂， 并在

试用中不断加以修正， 最终形成

科学的观察工具。 比如， 观课教

师想了解学生的合作讨论技能，
就可以设计下列观察量表， 通过

记 录 技 能 的 频 次 了 解 小 组 成 员

对 合 作 讨 论 技 能 的 理 解 与 运 用

状况， 并据此对每个小组提出有

针对性的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 观察量表的

使用要非常谨慎。 首先， 并不存

在 一 个 适 用 于 所 有 人 和 所 有 课

的观察量表， 每一位教师所面临

和 所 关 心 的 教 学 问 题 都 是 具 体

的、 不同的， 因此他们根据自己

对 观 察 点 的 理 解 和 对 自 身 教 学

特 点 的 认 识 所 编 制 的 观 察 量 表

也是具体的。 当我们借鉴这些量

表时， 必须依据自身的需要对其

作出修正， 只是照搬他人的观察

量 表 ， 恐 怕 无 法 实 现 我 们 全 部

的观察意图。 其次， 在对观察量

表的统计结果进行解释时， 要对

其 所 呈 现 的“数 据 ”进 行 一 种 历

史性的考察， 明确这些数据产生

的背景和条件， 防止被表面的数

字 所 迷 惑 ， 以 致 对 课 堂 教 学 做

出错误的观察结论。

座 位 表 也 是 课 例 研 究 中 课

堂观察的重要工具。 在听课前，
观 摩 教 学 的 教 师 可 以 向 任 课 教

师 要 一 份 班 级 学 生 的 座 位 表 ，
以 便 在 课 堂 观 察 中 利 用 座 位 表

记 录 班 级 中 不 同 学 生 的 学 习 情

况。 下面是一个班级的座位表：

为 方 便 观 课 教 师 了 解 不 同

程 度 学 生 的 学 习 情 况 和 困 难 所

在， 在 座 位 表 上 可 以 用 相 应 的

符 号 对 班 级 的 学 优 生 （如 表 中

的 “★”） 和学困生 （如表中的

“▲”） 进 行 标 注 ， 观 课 教 师 在

进 行 学 生 抽 样 观 察 时 可 以 根 据

这些标注选择恰当的观察对象。
当 然 ， 对 座 位 表 的 应 用 也

有 许 多 变 式 。 有 的 教 师 在 座 位

表 上 记 录 前 一 节 课 学 生 的 反 应

或 在 作 业 本 中 表 达 的 想 法 、 观

点 等 ， 有 的 则 在 座 位 表 中 预 设

学 生 可 能 持 有 的 解 题 方 法 或 对

事 物 的 观 点， 并 标 注 持 不 同 观

点 学 生 进 行 互 动 的 方 式 。 有 时

座位表会同复线型教案相结合：
中 间 是 教 案 ， 两 边 是 座 位 表 。
这 样 可 以 更 为 详 细 地 呈 现 每 一

位 学 生 的 课 堂 反 应 及 教 师 对 其

反 应 所 作 出 的 应 对 。 座 位 表 不

仅 反 映 学 生 个 体 的 状 况 ， 还 将

整 个 班 级 学 生 在 经 验 和 认 识 上

的 联 系 、 冲 突 以 及 互 动 学 习 的

方 式 一 目 了 然 地 展 现 在 执 教 教

师 和 观 课 教 师 面 前 ， 为 课 例 研

究 中 的 群 体 反 思 提 供 了 具 体 而

真 实 的 素 材。 由 于 教 师 的 研 讨

话 语 贴 近 教 学 的 实 况， 教 师 的

所 思 所 悟 扎 根 实 践 ， 教 学 改 进

也随之具有了可能性。

姓 名 牌 是 一 种 在 讨 论 课 上

使用的工具， 在日本的课堂中被

广泛应用。 通常在讨论课上教师

会呈现一个事物或现象， 从而引

发 学 生 各 种 观 点 的 碰 撞 。 讨 论

时， 教师会在黑板上划分两个代

表不同观点的区域， 学生将自己

的 磁 性 姓 名 牌 贴 在 某 个 区 域 内

表明自己最初的立场，并出示自

二、 观察量表。

三、 座位表。

四、 姓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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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选 择 这 一 立 场 的 事 实 依 据 。
在讨论过程中， 学生可以随时移

动姓名牌， 以表明自己立场的改

变并说明理由。 在课例研究中，
执 教 教 师 或 观 课 教 师 也 可 以 利

用姓名牌记录学生观点的变化和

学习的过程。 下面所呈现的是一

个日本小学社会课上的例子，从

中我们可以发现姓名牌的妙用。

在这堂社会课上， 学生们对

“根岸湾的填海造地” 产生了不

同的看法。 教师要求每位学生表

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于是第一

次 姓 名 牌 位 置 图 就 形 成 了 。 值

得注意的是， 即使站在同一立场

上的学生， 姓名牌的位置也可能

是不一样的。 如上图所示： 富山

是 强 硬 的 赞 成 派 ， 宇 和 岛 则 是

坚决的反对派， 而佐佐木等人则

是中立派。 随着研讨的深入， 姓

名 牌 的 位 置 会 发 生 个 性 化 的 移

动。 这种移动表明学生们的认识

在发生改变， 而认识的改变及深

化 却 反 映 了 学 生 的 视 野 在 不 断

扩展。 同座位表一样， 姓名牌的

使 用 也 为 课 例 研 究 研 讨 学 生 的

学习提供了事实材料的支撑。

以 上 所 呈 现 的 课 堂 观 察 工

具 都 具 有 一 定 的 结 构 ， 但 是 我

们 始 终 都 不 要 忘 记 在 课 例 研 究

中 还 有 一 种 没 有 预 先 设 置 的 分

类——用 语 言 对 观 察 到 的 事 件

和 行 为 加 以 详 细 描 述 的 记 录 方

式 。 描 述 以 观 察 者 自 身 作 为 工

具， 通过观察者的语言记录并揭

示其所探究的现象。 描述可以延

缓 观 察 者 对 课 堂 教 学 的 简 单 分

类， 使学生学习时的具体情境在

教学研讨时重新浮现出来， 从而

为 课 例 研 究 小 组 提 供 与 情 境 对

话的机会。 虽然描述不能直接产

生答案或解决办法， 但是能给予

我们思考的空间， 在本质上， 描

述致力于对人性的洞察、 理解和

期待。 下面是一位观察者对 《黄

山 怪 石 》 一 课 的 教 学 片 段 所 作

的描述：
老 师 让 学 生 在 各 种 怪 石 中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并说明喜欢

的原因。 课堂开始活跃起来。 有

的孩子喜欢 “猴子观海”， 因为

平 时 喜 欢 孙 悟 空 ； 有 的 孩 子 喜

欢 “神仙晒靴”， 因为喜欢晒太

阳……教 室 里 响 起 了 零 落 却 令

人 愉 悦 的 孩 子 的 笑 声 。 在 谈 到

“金鸡叫天都”这块石头时，一位

小男孩站起来，“有三点”， 他一

边 解 释 ， 一 边 竖 起 三 根 手 指 ，
“第一我喜欢黄色； 第二我老家

没 有 闹 钟，要 靠 鸡 来 报 时 ；还 有

就 是……”说 到 这，他 忍 不 住 笑

起来，边笑边说：“我也喜欢吃鸡

肉。” 零落的笑声连成了一小片。
但 老 师 显 然 对 孩 子 们 的 回 答 有

点 不 满，“大 家 刚 才 说 为 什 么 喜

欢 怪 石 时， 很 多 都 提 到 了 吃 的

或玩的。 我们之所以喜欢它们，
更 应 该 是 因 为 课 文 把 它 们 描 写

得美啊， 对不对？ 所以……” 教

师指着刚才的小男孩说： “你应

该说四点！” 小男孩坐了下来， 伸

手在自己的额头重重拍了一下。
描 述 让 课 堂 教 学 的 真 实 场

景 在 我 们 面 前 展 现 ， 从 而 启 发

我 们 去 思 考 现 象 背 后 的 意 义 。
在上述片段中， 学生因为从未见

过 真 实 的 黄 山 怪 石 ， 所 以 只 能

从自身的经验、 体验出发来谈论

喜欢的理由。 虽然学生表达了自

我 认 识 的 多 样 性 与 真 实 性 ， 但

对 教 师 而 言， 与 文 本 的 写 作 意

图相比， 学生的回答显然没有切

中主题。 为维护书本知识的权威

性， 教 师 最 终 把 所 谓 正 确 的 观

点 强 加 给 学 生 。 面 对 制 度 化 、
权 威 化 的 课 程 知 识 ， 很 多 时 候

他 们 会 想 当 然 地 贬 抑 学 生 ， 把

他们的个人话语视为浅薄之论，
理 直 气 壮 地 用 自 己 的 观 念 覆 盖

学生的观念， 并且笃信自己的观

念才是他们值得拥有的。 在课后

研 讨 时 ， 教 师 们 意 识 到 这 类 现

象 在 课 堂 中 经 常 发 生。 大 家 讨

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 最终将

其定性为一种对学生的 “暴力”
行 为 ， 因 为 在 这 种 粗 暴 的 态 度

与 冷 漠 的 知 识 的 裹 挟 中 ， 学 生

心灵的丰富性、 复杂性、 独特性

以 及 无 限 可 能 性 无 可 避 免 地 走

向 萎 缩 。 透 过 对 这 一 片 段 的 描

述 和 解 读，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描 述

性 语 言 有 助 于 保 持 课 堂 教 学 的

整体性与复杂性， 有助于我们从

广 泛 的 联 系 中 探 究 教 学 情 境 的

意义。 因此， 对课例研究而言，
结 构 化 的 课 堂 观 察 与 非 结 构 化

的课堂观察应相互补充， 相得益

彰。 随着课例研究的深入， 期待

教 师 们 创 造 出 更 多 有 效 的 课 堂

观察工具。
（本 文 系 2010 年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课

例 研 究 的 国 际 比 较 ” 的 阶 段 成

果之一。）
（作者单位均系华东师范大

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钱丽欣）

五、 观察者自身作为

观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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