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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课程与教学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在

幼儿园绘本教学中的应用

陈志其#李中英

"喀什大学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新疆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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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被用来记录和分析教学中师生言语互动的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并通过量化的数据分析判断

课堂教学的结构'教师教学倾向和教学风格等&但是$在幼儿园绘本教学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弗兰德斯分析系统本身所具

有较强的结构性和量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此$我们根据绘本教学的特性提出分工

协作'*质量结合+'采集录像'细化编码等优化改进策略&

关键词!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绘本教学!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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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I-,+M4*:W+;4*,L;2(+

=+,-

<

:2:/

<

:;47

$

IW=/

#"以下简称弗氏系统#是美

国学者弗兰德斯"

64MI-,+M4*:

#在
!"

世纪
F"

年代

提出的一种课堂行为分析技术$被用来记录和分析

课堂中师生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影响&该方法易进行

相对客观的观察'记录和分析而著称$但目前在幼儿

园教学研究中却还很少被采纳&基于这一现状$我

们尝试将弗氏系统引入幼儿园绘本教学$并结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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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深描等多种质性的研究方法$力求探寻一种科

学'规范的幼儿园绘本教学的研究路径&

弗兰德斯认为*评价一个教学活动的最佳方法

就是对课堂内的师生言语进行互动分析&+

,

#

-因此$

对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的效果把握亦可通过对教学

中师幼言语行为的互动分析获得&弗氏系统大致上

由三个部分构成%即编码系统!解释'说明编码的规

定标准!记录数据'进行分析的矩阵表格&其中编码

系统把课堂上的言语互动行为分为教师言语"包括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幼儿言语"包括被动应答与

主动讲话#和沉寂或混乱"无有效言语活动#三类共

#"

种情况$并分别用编码
#B#"

表示&编码系统如

表
#

所示&

表
#

!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编码系统

分类 编码 内容

教师

言语

间接

影响

直接

影响

#

表达情感"接纳或澄清幼儿的感受$包括

积极或消极的#

!

表扬或鼓励"教师赞赏或鼓励'支持幼儿

适当行为的发生'持续#

%

接纳或使用幼儿的主张"教师重复'澄清

或适度拓展幼儿的回答#

&

提问"教师对幼儿的提问$包括教师在讲

解过程中就内容对幼儿的提问$幼儿答

语的确定性提问$如%小宝贝$回答的对

不对5 还有教师没有实际效用的重复性

提问$如%*对不对5 +*对吧5 +#

C

讲解"教师对教学活动内容提供事实或

观点$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F

给予指导或指令"教师以语言直接指使

幼儿做出某种行为反应$包括指导幼儿

回答问题'参与操作性活动#

A

批评或维护权威性"以权威方式改变幼

儿行为的语言#

幼儿言语

$

幼儿被动说话"幼儿回应老师$如%集体

或单个回答问题$以及幼儿对教师类似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问题的回应#

G

幼儿主动说话"幼儿主动'自发地讲话$

包括未经教师同意的抢答$或对教师呈

现内容的疑问#

沉默或混乱
#"

无有效语言"包括课堂内的停顿'短暂的

沉默'小组活动'幼儿参与活动等观察者

难以辨认的语言#

弗氏系统规定在教学活动观察中$每隔
%

秒钟

记录一次$对每个
%

秒钟的课堂言语活动都按编码

系统规定的意义赋予一个编码号$作为观察记录&

按此程序$记录一节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大约

有
&""BC""

个编码$记录的数据反映了课堂上按时

间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这些事件前后连接$就

构成了一个时间序列$它能够反映出课堂教学结构'

教师教学的行为模式和教学风格&如研究者在进行

观察记录时$每隔
%

秒记录一个数字编码$结果是%

C

BCB&B$B$B%B%BC

22那么就可以用
CBC

'

C

B&

'

&B$

'

$B$

'

$B%

'

%BC

22这种前后两项两两

配对的方式来表示一个编码组合$然后对相同的编

码组合进行统计$将其出现的频次填写在弗兰德斯

矩阵表格的相应位置$例如%

CB&

组合出现的频次

是
!%

次$就在横坐标中找到
C

$纵坐标中找到
&

$横

C

行和纵
&

列的交点即为填写频次的单元格$这样

依此类推完成编码的填写$为后续的课堂分析做好

数据准备&

一"弗氏系统在幼儿园绘本教学中的

应用

我们运用弗氏系统对某幼儿园的绘本教学做了

完整的活动记录和录像采集$并采用弗兰德斯互动

分析矩阵进行了分析"见表
!

#&

该教学活动是大班幼儿的绘本教学.认识器官

宝宝/$希望通过幼儿多种感官的参与$使幼儿认识

自己身体器官的主要功能'作用以及保护措施等&

表
!

!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矩阵图

# ! % & C F A $ G #"

合计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A

% " ! #& #% #" # " C " # &F

& " & % #C " # " C" " & AA

C " " ! !% $G % " & ! & #!A

F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G #A # " !F " " G%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合计
% #A &F AA #!A #" " G% % #A %G%

根据矩阵中行'列数码的意义和矩阵中显示的

数据$我们可以对此次绘本教学中的师幼言语互动

行为做如下分析%

#一$课堂结构分析

在弗氏系统矩阵图中
#BA

列是表
#

中的编码

#BA

$代表的是教师言语$

#BA

列数据之和与总数

的比率是教师言语比率!

$BG

列所代表的是幼儿言

语$

$BG

列之和与总数的比率是幼儿言语比率$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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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反映了幼儿参与教学活动的情况$也叫幼儿

参与率&第
#"

列合计数据与总数的比为幼儿积极

思考或动手参与活动等无有效言语时间的比率$这

一数据反映了幼儿直接参与'体验教学活动的情况&

通过计算这三类行为在教学活动中所占的比率$可

以分析出教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如表
%

所示%

表
%

!

课堂结构分析

项目 计算方法 时间"分# 计算方法 比率

教师言语
#BA

列次数
#

%

秒(次
#&@" #BA

列次数(总次数
A#@!Cd

幼儿言语
$BG

列次数
#

%

秒(次
&@$ $BG

列次数(总次数
!&@&%d

无有效言语
#"

列次数
#

%

秒(次
"@G #"

列次数(总次数
&@%!d

幼儿应答'主动提问'亲自体验参与等
$B#"

列次数
#

%

秒(次
C@A $B#"

列次数(总次数
!$@ACd

!!

从表
%

可以明显的看出$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

的言语所占比例高到
A#@!Cd

$即整个教学活动以

教师的讲解'讲授为主$累计用时达到了
#&

分钟$占

整个教学用时的
A#@!Cd

!而幼儿应答'主动讲话以

及亲自参与体验等时间仅为
C@A

分钟$只占整个教

学用时的
!$@ACd

&.

%BF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明确提出$教学活动要体现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

,

!

-

很显然从矩阵图表中的数据来看$此次绘本教学基

本上教师主导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幼儿仅仅成为了

课堂中的配角$其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应

有的彰显&而且$从绘本教学的要求来讲$绘本教学

理应是教师与幼儿连接心灵对话的桥梁$是幼儿走

进绘本世界的钥匙&教师需要让幼儿透过绘本喜欢

阅读$让幼儿在绘本中感受语言的魅力$激发幼儿的

阅读兴趣&

,

%

-但从分析数据来看$明显缺少了幼儿的

语言表达和情感体验&

诚然$弗兰德斯分析系统本身的结构化和定量

化的特点,

&

-

$的确难以解答上述问题&而结合案例

的具体情境$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如课堂写真'课

堂深描'课堂志等$就可以印证或解答上述教学中的

问题&如.认识器官宝宝/教学活动实录"

N

代表教

师$

U

代表幼儿#$就很好的弥补了弗氏系统本身的

局限性&

..

N

(我们知道了几种感觉-

U

(视觉$味觉$嗅觉$触觉

N

(只有这四种感觉宝宝吗- 还有没有..

U

(手..

N

(还有我们的小手#我们的小手是什么感觉-

U

(滑滑的

N

(小手还可以摸出什么样的感觉-

U

(地板是滑滑的

出示图片(感受小皮球$小铁锤..!幼儿模拟

触摸感受"

N

(!小结"我们有两只手#能通过触摸感觉到的

物体的硬$软$冷$热等#这就是触觉%

N

(宝贝们#用手感觉到地板滑滑的#物体的冷$

热$软$硬是什么感觉-

U

(沉默..

U

(手滑滑的..

N

(!自问自答"是触觉%

..

从上面的师幼对话实录$以及教学录像的回放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教师的提问语言不够准确"如

*我们的小手是什么感觉5+#$致使幼儿的理解发生

偏差$甚至从录像中可以观察到部分幼儿完全不能

够理解教师的提问$导致无效回答!第二$教学活动

内容的呈现方式不够形象具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幼儿的理解只能局限在教师提供的情境范围之内!

第三$认识.器官宝宝/对于该园大班的幼儿来讲$存

在一定难度$幼儿的认知水平难以理解相对抽象的

事物&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就可以解答为什么教师

的课堂*引导+如此之多&其实质是和教师的语言表

达'教学方法选择'教学内容呈现有密切的关系&

#二$教学倾向或风格分析

弗氏系统把教师的语言分为直接言语和间接言

语&其中$编码
#B&

列所代表的教师言语行为是通

过提问'交流'表扬和鼓励等方式对幼儿的态度'情

绪产生间接的控制!编码
CBA

列所代表的是通过讲

授'批评和指令等方式对幼儿产生直接的控制&教

师在教学中使用这两类言语的频次可以反映教师的

教学在间接控制或直接控制方面所反映的态度倾向

或风格&

,

#

-如表
&

所示%

表
&

!

教师对幼儿控制类别的分析

类别
间接影响

"

#B&

列次数#

直接影响

"

CBA

列次数#

间接影响与

直接影响的比率

次数
#&% #%A #"&d

从表
&

的矩阵分析可以看出$

#B&

列的频次比

CBA

列的频次要多$即教师在和幼儿互动过程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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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儿的间接影响要多于对幼儿的直接影响$影响

比率大于
#

$说明该教师在教学中更倾向于对幼儿

做间接的控制&

其次$根据矩阵中
#B%

列"编码
#B%

列表达的

是期望'鼓励和赞同$是教师对幼儿的积极强化#与

FBA

列"编码
FBA

列表达的是指令'要求'批评等

属于教师对幼儿的消极强化#次数的比率$还可以反

映出教师教学言语是注重对幼儿的积极强化$还是

消极强化"见表
C

#&

表
C

!

教师对幼儿强化类别的分析

类别
积极强化

"

#B%

列次数#

消极强化

"

FBA

列次数#

积极强化与

消极强化的比率

次数
FF #" FF"d

从表
C

可以看出$教师对幼儿的积极影响远大

于对幼儿的消极影响$积极强化与消极强化的比值

高达
FF"d

$说明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的积极强化

占主导$对幼儿的期望'鼓励和赞同多于对幼儿的指

令'要求和批评&

综上$从表
&

'表
C

的矩阵分析数据可以发现%

教师的教学倾向或风格较为符合幼儿教育的基本要

求$体现了在教学活动中给予幼儿有效的积极回应

以及坚持正面教育等原则&那么$量化的数据是否

就反映了积极的师幼互动呢5 对此我们回顾了教学

录像并且印证了这一分析结论%"

N

代表教师$

U

代

表幼儿#

..

N

(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小眼睛-

U

(不能让别的小朋友碰我们的眼睛%

U

(不能一直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

N

(恩#小朋友说的真好#经常看电视$打游戏会

使我们的眼睛近视%

N

(那我们在外面玩的脏脏的#能不能用小手揉

自己的眼睛呢-

U

(不能%

N

(为什么不能用脏脏的小手揉自己的眼睛呢-

U

(会瞎了

N

(!微笑"瞎了/ 不会那么严重#但会很不卫

生#眼睛宝宝会受到细菌的侵害%

N

(宝贝们#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眼睛宝宝受到伤

害会怎么样-

U

(看不见#戴眼镜#近视了

..

从教学实录中我们不难发现$教师在回应幼儿

的回答时并非只是简单的'形式化的给予积极应答

"如*你真棒'真聪明22+#$而是在充分理解幼儿思

维水平的基础上针对幼儿的回答给予具体有效的

反馈&

事实上$在幼儿园的师幼交往过程中$幼儿的表

达内容与表达方式往往不够准确或完整$需要教师

加以澄清'充实或者发展&

,

C

-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弗

氏系统所得到的关于教师教学风格或倾向的数据分

析也有可能会存在失真的现象$即它只能反映教师

在言语上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而不能反映师幼之

间的互动对话是否有效$是否有针对性&

二"弗氏系统在绘本教学研究中的优化

策略

上述研究事实表明$弗氏系统能够为我们分析

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提供数据支持$并从定量分析

的角度客观指出了绘本教学活动在结构上存在的问

题$即突出表现为教师的*满堂灌+!同时也很好的印

证了教师积极强化的内在有效性&当然$事实也表

明$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依据具体的教

学情境$采用质性研究的分析方法$才能更好的解释

教师单一言语过多的原因是由于活动指令不明确'

教学内容偏难等&鉴于此$我们试图对弗氏系统在

幼儿园绘本教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优化改进$以期

获得更加科学有效的研究路径&

#一$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绘本教学中师幼言语

行为的编码记录

教学是一项体现社会性而非完全技术性的活

动$教育教学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教学问题非一

人之力可以解决的&

,

F

-在应用弗氏系统进行绘本教

学活动的观察研究时$需要每隔
%

秒钟记录一次$并

对每个
%

秒钟的教学言语活动按照编码系统规定的

意义赋值$作为观察记录&可见$在瞬息万变的课堂

互动场域环境中$研究团队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采用弗兰德斯编码系统进行课堂师幼语言

互动记录对于研究者本身就有很高的要求$即如果

研究者本身对于教学活动的把握不是很准确$就会

出现编码困惑$误判师幼的互动行为&鉴于此$采用

多人记录就显得比较可行$比如
=

研究者侧重记录

教师语言"矩阵
#BA

列编码#$

^

研究者侧重记录幼

儿语言"矩阵
$BG

列编码#$

U

研究者侧重记录无有

效语言"矩阵第
#"

列编码$包括课堂内的停顿'短暂

的沉默'小组活动'幼儿参与活动等观察者难以辨认

的语言#&这样$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分工前提下$每

F%



!

总
%&

卷 陈志其$李中英%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在幼儿园绘本教学中的应用

一位研究者的关注点就会有所侧重$从而在记录编

码的时候就不会容易出现无法判断'混淆等问题&

而且$记录结束后还可以相互对照$进一步统一编码

顺序从而提高记录的准确性&

#二$(质量结合)'互证绘本教学中特定情境下

的言语行为

弗氏系统因其本身的结构化'定量化的特点$

故无法洞悉教学活动中所有的教学景象$尤其是

对教学过程中师幼的某些言语互动行为缺少在特

定情境下的解释$而且通过对幼儿园绘本教学活

动的实例分析$也明显发现%量化的数据分析结果

与质性的课堂深描结论在某些方面并不总是一

致$量化的数据分析往往只体现了某种倾向性或

者是逻辑意义上的表达$而缺乏对特定情境下事

实本身的观照&

可见$将质性的研究方法"如课堂写真'课堂志

等#与具有明显量化特征的弗氏系统结合起来$以多

样化的方式获取研究的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综合分析'印证才能够得到比较客观和真实的研

究结论&事实上$*课堂分析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结

构'比例关系的分析!课堂教学是生动的$丰富的$

具有情感'情境和现场建构生成意义的+&

,

&

-既需要

结构化数据的逻辑表达$同样也需要情境化语言的

深入阐释$尤其采用课堂志等描述性观察记录方法

对弗氏系统的数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印证与规范作

用&例如$此次教学案例中$对于矩阵第
#"

列无

有效语言的理解$如果只采用弗兰德斯分析方法

只能得到沉默'混乱'无效语言的解释$而我们借

助课堂深描会发现$活动中的沉默部分往往是孩

子动手实践'操作体验的部分$同样具有重要的教

育价值&

#三$采集录像'保留绘本教学中师幼言语行为

的原始记录

绘本教学情境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我们的研

究过程也具有不可重复性&而实际上由于研究者自

身对于教学情境的多元化理解$难免对于教学过程

中的某些*话语+存在不同的声音&因此$我们在研

究中一贯认为借助摄像机进行现场录像采集$对于

后续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对弗氏系

统的编码赋值时$如果对于赋值存在异议$可以及时

回放分析!同时$录像资料还可以结合研究结论为教

师教学改进提供后续的专业指导&

#四$细化编码'增强绘本教学过程中师幼言语

记录的信效度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编码系统把课堂上的言语互

动行为分为教师言语'学生言语和无有效言语活动$

但在实际的记录过程中会发现编码系统中关于教师

言语'学生言语的意义性划分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

致使研究者在进行编码记录时不能够很快做出决定

或者对所记录的编码存在疑惑$另外对于无有效语

言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明确细化&在分析系统中*沉

默或混乱+只赋予*无意义+的价值$而在实际的教学

中*沉默+可能承担着极其多样的复杂意义$有时候

还承担着决定整个课堂教学的重大意义&

,

F

-有必要

根据具体的课例形态对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编码系统

进行修订和细化$尤其要根据教学活动内容重新定

义教学中的教师言语'幼儿言语以及无有效言语的

内在意义&

总之$弗氏系统为我们研究幼儿园绘本教学活

动提供了有益尝试$该方法抓住了教学活动中师幼

言语互动的本质$解决了有关教师教学活动的结构'

倾向和风格的分析以及幼儿活动性的分析等教学中

的关键问题&当然$每一种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若要对幼儿教学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如教师提问

的有效性'师幼互动的意义性等还须结合使用课堂

质性研究方法$如课堂写真'课堂深描等&因此只有

将量化的研究与质性的研究相结合$才能较好的分

析具体教学情境下的教学价值$从而为幼儿教育教

学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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