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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分析幼儿园区域活动，借助其量化的数据分析区域活动中包含师幼情感氛围、言语结构以及

教师活动倾向在内的师幼互动质量，并利用访谈、观察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弗氏系统分析的结果加以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

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质量的建议：基于对话教学理论，提升师幼间的言语互动；基于儿童视角，转变教师角色；基于合作发展的理

念，加强示范活动与日常活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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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师幼互动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简称FIAS）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

学者弗兰德斯（Ned Flanders）设计的一种课堂行为分

析技术［1］。该方法以编码系统为核心，旨在观察分析

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课堂行为，记录分析课堂中的师生

互动行为。FIAS以操作性结构化强、结果“中立”被国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in Regional Activities

— Based on Flanders Interactive Analysis system
ZHANG Qin-xiu，YANG J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uses the Flanders Interactive Analysis System to analyze regional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regional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 emotional atmosphere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speech structure and teachers’activity tendency of teachers with the help of its
quantitative data.Then the study explains the results of Flanders's System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to promote the speech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alogue teaching; to change the role of teach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to
strengthe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demonstration activities and daily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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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广大中小学课堂教学应用。近年来幼教工作者

也利用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分析出幼儿园集体课

堂教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我国的幼儿园

教育活动中，除却集体教学活动之外，还存在区域活

动的教育形式。基于这一现状，笔者尝试将弗兰德斯

系统引入幼儿园区域活动，并结合观察、访谈、案例深

入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力求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

究相结合的方式，使幼儿园区域活动能够以相对客观

的形式展现出来，力求找到科学合理的提升幼儿园区

域活动师幼互动质量的策略。

一、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的简介及改进

（一）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的简介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主要是对课堂中的师生

言语互动进行分析，侧重于言语的记录分析。幼儿

园区域活动虽然倡导幼儿自主自由的探索和学习，

但是在操作区域材料时幼儿会面临材料的抉择、搭

建的困难等等，因此区域活动需要教师的良性引

导。教师与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互动既包含身体

的示范引导，也涵括了言语性的交流和探讨。因而

对幼儿园区域活动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对活动中的

师幼言语互动行为分析获得。弗兰德斯互动分析

系统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包括一套描述课堂互动

行为的编码系统、一套关于观察和记录编码的规定

标准以及一个用于显示数据，进行分析，实现研究

目的的矩阵表格［2］。其核心编码系统如表1所示，

弗兰德斯认为课堂中的言语互动行为主要有三种，

这里笔者直接将其解释为区域活动中的师幼言语

互动行为分为三种，即教师言语、幼儿言语和无有效

言语的沉默或混乱。

表1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编码系统

分类

教师语言

幼儿语言

沉默或混乱

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编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内容

表达情感：接纳澄清幼儿在活动中积极和消极的情感

表扬或鼓励：赞扬幼儿个人或小团体恰当的操作方式、想法、观点等，也包括教师代替幼儿说出
想法

接受或使用幼儿主张：教师赞同重复并采纳拓展幼儿的做法，包括根据幼儿的观点提出新的操
作方案或游戏玩法

提问：教师对幼儿的提问，包括在游戏中对幼儿做什么的提问，如，“小朋友，你搭建的是什么
呀？”也包括教师没有实际效用的重复性提问，如“这样做对吗？”

讲授：教师对区域活动或区域活动中某一区域的功能、内容等作事实性的讲解

指导或命令：教师以语言为中介指示或要求幼儿做出某种行为，期望幼儿执行自己的命令

批评或维护权威：教师批评阻止幼儿的违纪行为或争抢行为，维护良好的活动秩序

幼儿被动说话：幼儿对教师提问的应答

幼儿主动说话：幼儿主导的语言，幼儿主动自发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幼儿之间的言语交流

无有效语言：活动中出现安静沉默或研究者无法分辨出的言语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要求观察者在记录数据

时以3秒为时间间隔进行一次取样，对每个3秒的行为

按照编码系统所赋予的意义赋值进行编码，并在观察

记录表中予以记录。根据这一程序规则，笔者将幼儿

园区域活动进行编码，幼儿园区域活动时间在20-30

分钟，因此一次区域活动大约有400-600个编码。这

些编码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它们反映了活动进行

过程中的一系列连续事件，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可以

获得原始的活动信息，反映区域活动中的师幼情感范

围、言语结构以及活动倾向。对区域活动中的师幼言

语进行编码之后，将每个编码与其前后的每个编码两

个为一组单位配对并记录，然后将相同的编码组合进

行统计同时计算频次，最后将其记录在对应的矩阵表

中的相应位置。例如，区域活动第2分钟的编码为“8，

3，4，4，8，3，4，8，3，6，3……”，将其配对为“8-3，3-4，

4-4，4-8，8-3，3-4，4-8，8-3，3-6，6-3……”，其中

“4-8”的序对在整个区域活动中出现的频次是18次，那

么就在矩阵表格中的第四行第八列的位置填入18。依

据矩阵表格中各种活动行为的频次以及频次之间的比

例关系可以分析出活动进行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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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的改进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以量化的研究范式客观

的呈现出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它以结构化、定量化的

特点使课堂结果“中立化”，但是将其引入幼儿园区域

活动存在一定的弊端。幼儿园区域活动是指教师根

据教育目标为幼儿提供一定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材料，

幼儿在丰富的环境中进行自主探索性活动和个性化学

习［3］126 。幼儿园区域活动侧重点在幼儿自主选择游戏

区，自己操作游戏材料，强调幼儿对材料的操作性。因

而弗氏系统很容易将幼儿操作材料的游戏过程定义为

无有效语言的沉默或混乱状态。鉴于此，笔者在借鉴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原有编码表的基础上，增加了

材料互动这一编码（见表2）。此外，为弥补弗兰德斯系

统量化结果无法完全解释师幼互动除言语互动外各行

为发生的原因，笔者将同时采用观察法以案例的方式

呈现并解释幼儿园区域活动实际展开的情况。

二、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行为的观

察结果分析

陈向明说过“独特的个案研究虽然不能证实整

体的情况，但是可以为人类提供新的认识事物的方

式。”［4］80 因此，研究者利用弗氏系统对S幼儿园小班的

区域活动进行了观察与录像，并对区域活动实录进行

编码形成了表3所示的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矩阵图。本

次区域活动包含家庭区、玩具区、积木区、美工区、图

书区五个常规区域。

（一）总体数据分析

分类

教师语言

幼儿语言

沉默或混乱

材料互动

间接

影响

直接

影响

编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内容

表达情感

表扬或鼓励

接受或使用幼儿主张

提问

讲授

指导或命令

批评或维护权威

幼儿被动说话

幼儿主动说话

无有效语言

幼儿操作材料

教师操作材料

表2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编码系统改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1

0

0

1

0

2

0

2

1

0

7

3

0

3

18

16

0

3

0

2

0

1

0

0

43

4

0

1

3

7

0

2

0

18

0

1

3

0

35

5

0

0

0

3

10

0

0

0

0

0

1

0

14

6

0

0

1

2

1

4

0

1

0

4

2

0

15

7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8

0

2

18

0

0

2

0

7

0

1

0

0

30

9

0

1

0

0

0

0

1

0

4

1

14

1

22

10

0

1

1

7

0

3

0

0

1

21

2

0

36

11

0

2

0

3

2

1

0

0

17

2

116

2

145

12

0

0

0

1

0

0

0

0

0

0

1

2

4

合计

0

10

42

39

13

16

1

30

22

33

141

5

352

表3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矩阵图

从表3的弗兰德斯矩阵图中可以看出序对11-11

出现的次数最多，编码11对应的是幼儿对材料的操作

情况，这符合区域活动尊重幼儿主体需要和参与性的

诉求，给予幼儿自主探索的机会，满足幼儿个别化学

习的需求；其次是序对“10-10”，次数为21，表明区域

活动中沉默或混乱次数的出现；再次是序对“3-3”

“4-8”“8-3”，次数均为18，序对“3-3”反映了区域活动

中教师认可赞同幼儿的观点，序对“4-8”说明教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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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对幼儿进行提问引导，序对“8-3”表明教师对幼儿

回答问题表达的观点持赞同承认的取向；最后是序对

“11-9”“3-4”“9-11”“5-5”，次数分别为17、16、14、10，

这表明幼儿在整个区域活动中不仅能够自主操作材

料，也能够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教师在赞同幼儿

的观点之后立马进行再次提问或追问，能够增强提问

的有效性，教师在整个区域活动中也利用一部分时间

对材料或区域活动内容进行了讲述；其余序列的次数

均在10次以下。

对弗兰德斯总体数据的观测我们可以客观地看

出“无有效言语”占比仅在“幼儿操作材料”之后，单看

数据我们会将结果简单化。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需

要将其放在特定的活动中进行观测，通过观察发现，S

幼儿园小班区域活动中的幼儿从始至终一直保持“低

语”或“不语”的情况。如以在玩具区活动的两个幼儿

为例：（C1，C2分别表示幼儿1，幼儿2）

C1：我觉得这个应该插在这里。

C2：（看向研究者）对C1做出“噤声嘘”的动作。

从上面的对话实录以及对整个录像内容的观察

可以发现：S幼儿园小一班的幼儿对“摄像机”和研究

人员的敏感，“镜头里”的幼儿轻声说话或不说话，导

致整个区域活动的无有效言语比重占比大。虽然研

究者在录像前与教师沟通过以自然的状态开展活

动，但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得知，由于S幼儿园“国家学

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及“省级《指南》实验区”的

身份，到访的专家学者非常之多，旁观者的外在因素

对幼儿区域活动的展开产生了干扰，促使幼儿和教

师都有“表演”的成分。可见，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

统可以为我们分析区域活动提供“量”的支持，从数

据角度指出活动展开中存在的问题。但我们仍需要

在此基础上借助观察、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问题加

以解释和解读。

（二）师幼情感氛围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矩阵中的一些单元格能够反

映教师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5］，如矩阵中的1-3行与

1-3列的相交区为积极整合格，表示教师能够与幼儿

进行积极地交流互动，活动中的师幼互动行为情感氛

围融洽，而矩阵中的7-8行与6-7列的相交次数之和

为缺陷格，表示师幼互动中的消极行为。两者的比率

可以反映教师区域活动中的言语是倾向于积极还是

消极，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S幼儿园小班教师落在积极整合格

的次数是缺陷格的11倍，说明该教师在区域活动中

倾向于肯定幼儿的想法或主张，活动中的师幼情感

氛围融洽。通过观察发现，在整个区域活动的始终，

教师都是支持幼儿的想法和尝试，很少或几乎没有

用呵斥的语气命令幼儿，这与教师自身的性格有很

大的关系。

（三）师幼言语结构

在弗兰德斯编码系统中，1-7表示的是教师言语，

8-9是幼儿言语，10是无有效言语，那么1-7列次数之

和与总次数之间的比率就是教师言语在活动中的比

例，8-9列次数之和与总次数之间的比率就是幼儿言

语在活动中的比率，第10列次数之和与总次数之和的

比率是活动混乱或寂静下的无有效言语比率。其次，

弗氏编码系统中的8表示幼儿在教师提问后的被动言

语，9则表示幼儿的主动言语或是幼幼间的言语互动，

第8列次数之和与8、9列次数之和间的比率表示幼儿

被动言语比率，第9列次数之和与8、9列次数之和的

比率是幼儿主动言语比率。如果教师言语比例大于

幼儿言语比例，而幼儿被动言语比率又大于主动言语

比率，则表示在本次区域活动中的言语师幼互动教师

占主导地位。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教师言语与幼儿言语比率分别为

32.67和14.77，均低于常模68，说明在区域活动中师

幼言语互动比率低，然而教师言语的32.67又大于幼

儿言语的14.77，这表明该班区域活动中的师幼言语

互动多是教师讲解或是教师引导下的互动，以教师为

主导。幼儿言语中的被动言语比率大于主动言语比

率，但总体次数的52又远低于编码总次数的352，说明

类别

次数

积极整合格

22

缺陷格

2

比率

110%

表4 师幼情感氛围分析表

类别

教师言语

幼儿言语

幼儿被动言语

幼儿主动言语

次数

115

52

30

22

比率

32.67%

14.77%

57.69%

42.31%

表5 师幼言语结构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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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的师幼言语比率低。过低的师幼言语比率并

不利于幼儿的学习，人生的意义是由交流建构的［6］72 ，

语言作为交流的媒介，为儿童表达自身的思想提供了

一个窗口。当一个孩子使用明确的词语来表达他的

信念、欲望意图和情感等在内的心理状态时，我们可

以据此判断出该孩子的想法。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和

幼儿、幼儿和幼儿之间可以利用语言来交流思想和分

享理解，创建良好健康的互惠关系［7］150 。

（四）教师活动倾向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把教师语言划分为直接

语言和间接语言，教师在活动中使用这两类语言的

频次可以反映教师在活动中采取间接控制或直接控

制的倾向；从活动效果看，教师语言又可划分为积极

强化与消极强化两种，具体的操作过程与结果如表6

所示。

如表6所示，该教师在区域活动中采用间接言语

对幼儿施加影响的比率要大于采取直接言语对幼儿

施加的影响，说明教师在区域活动中更倾向于对幼儿

采取间接影响而非直接干预。而从活动效果的结果

看，教师对幼儿的消极强化要大于积极强化，说明相

比于表扬鼓励、接纳幼儿来说，教师更倾向于以直接

讲授或提问指导的方式引导幼儿操作材料，理解区域

内容。

综上，教师的活动倾向是间接影响，而风格是消

极强化。弗氏系统矩阵分析系统的量化数据是否反

映了活动的真实场景？我们需要回顾活动录像来检

验这一观点：（T表示教师，C3，C4分别代表两个幼儿）

T：你们在做饺子呀。

C3：点头回应

T：可我看见C4在做饺子，你在做什么呀？

C3：我现在在做面条。

T：你现在想开始做面条，对吗？（幼儿点头回应）

那我能和你一起做吗？（幼儿点头）面条怎么做？用什

么来做？（幼儿沉默）

教师转问一起做饺子的男幼儿

T：你的饺子做好了吗？

C4：点头回应。

T：那她现在想做面条了，你是接着做饺子呢还是

跟我们一起做面条？

C4：跟你们一起做面条。

T：那我们一起做面条。那咱们用什么材料做面

条呀？（一个幼儿沉默，一个幼儿翻锅）

教师重复问题。两个幼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没有答案。

T：我想用彩色的纸来做。你呢？

C3：我想剪子。

T：你用剪刀……干什么？

C3：和彩色纸。

T：你也想用剪刀和彩色的纸呀。

C3：点头。

T对C4：那我们两个都用剪刀和彩色的纸做面

条，那你用什么来做呢？

C4：彩色纸和剪刀。

T：你也用彩色纸和剪刀啊，那我们一起去找一

找。

上述活动的C3幼儿在“煮完饺子”之后不再操作

材料，但是距离活动结束还有十分钟左右，于是教师

介入，教师以幼儿熟悉的饺子引起话题参与度，接受

幼儿的活动过程，继而以提问的方式引起幼儿对其他

活动区域的兴趣，促成了区域之间的流动互动，这是

教师采取间接言语对幼儿施加影响。但是在转换区

域的过程中，教师没有给予幼儿足够思考的时间，将

自己的想法提前讲授出来，印证了弗氏系统量化分析

的结果。

三、结论与建议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能够为我们分析幼儿园

区域活动提供数据支持，并从客观的角度指出区域活

动存在的问题，如：师幼言语互动比率低，教师和幼儿

在操作材料的环节都保持了过于安静的氛围，教师在

区域活动中占据话语主导权，教师在活动中倾向于消

极强化等等，但同时弗氏系统也验证了区域活动高度

尊重幼儿的主体性，师幼情感氛围融洽。此外，笔者

表6 教师活动倾向分析表

教师活动倾向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积极强化

消极强化

计算方法

5-7列次数之和/总次数

1-4列次数之和/总次数

1-3列次数之和/总次数

4-7列次数之和/总次数

比率

8.52%

24.14%

14.2%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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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借助观察法、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解释了师幼

言语比率低的原因与其示范园的角色分不开，同时

也发现了教师在引导幼儿进行区域间的互动时缺乏

灵活性。基于此，笔者将从三个角度给出教育建议。

（一）基于对话教学理论，提升师幼间的言语互动

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认为“存在”并非“我”自

身所具有，而是发生于“我”与“你”之间的联系和沟

通［8］，强调人不是孤立的存在，需要借助语言这一中

介交流碰撞思想，将对话移至教育界就形成了对话教

学理论。对话教学是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在师幼

间互相尊重、平等的氛围中进行，帮助幼儿主动建构

经验，师幼进行知识、思想、情感多方面碰撞的教学方

法［9］。区域活动中的师幼对话，首先指向的是教师和

幼儿之间有言语交流，教师应该允许幼儿之间恰当声

贝的言语交流，改善整个活动中的师幼言语比率低的

问题；其次交流的主体是双方，交流过程中双方的地

位是平等的。高质量的师幼互动需要师幼双方积极

地参与，作为区域活动中起引导作用的教师，为了吸

引幼儿参与到活动中，需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10］，而

教师的引导不是教师在言语互动中的主导。区域活

动作为儿童自主发起、自我控制的活动，为幼儿之间

的相互交流合作、碰撞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教师

的言语介入应该是幼儿主动发起的，也就是说，幼儿

的主动言语比率应该远超过其被动的言语比率。所

以，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应基于对话教学的理论为幼儿

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语言环境，教师也应该让出其在

师幼言语互动中的主导地位，为幼儿间的对话让出空

间，尊重幼儿在活动中的话语权。

（二）基于儿童视角，转变教师角色

幼儿教师在传统的角色中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

的主导者，幼儿则是这一角色主导下的被动学习者，

而伴随着儿童权利运动、新童年社会学等理论的发

展［11］，儿童的声音逐渐被听见。区域活动因可以满

足幼儿自主化学习的需求为幼儿和教师所喜爱，但是

在实践中出现了教师以直接讲授或提问指导的方式

介入幼儿游戏，未能给予幼儿思考空间的问题。所

以，教师在区域活动中要转变自己的角色，将游戏的

主导权和选择权还给幼儿，改变师幼互动中的教师活

动倾向风格，即由消极强化向积极强化的转变，“积极

主动的儿童形象”的建构有利于将倾听幼儿的声音作

为教师的内在需要［12］。从儿童视角出发，要求教师

首先要倾听儿童的想法，不可过早的为幼儿行为下定

义或直接给予幼儿问题答案，教师要视儿童为积极主

动的学习者思考者，在区域活动的自由环境中，幼儿

可以利用已有的经验为解决困难创造条件；其次，教

师要重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参与感，教师的提前介

入或直接告知会给幼儿造成一种区域活动仍然是教

师主导的假象，会降低幼儿的参与感，只有以儿童为

视角的区域活动，才会提升幼儿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养成幼儿积极探索和自由表达的习惯；最后，教师要

尊重幼儿在活动中的选择权，区域活动的关键特性之

一在于“开放”［11］，幼儿眼中的区域活动之间是相互关

联的，虽然在空间上作了划分，但区域与区域之间是

可以联动的，教师不需要牵引幼儿作区域之间的移

动，幼儿会因为缺少某种区域材料而自行选择移动获

取，“移动是儿童获得学习经验的正常的伴随物，移动

提供了交流。”［13］因此，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材料激发师

幼之间的思想“碰撞”即可，在提高师幼互动质量的基

础上最终促进幼儿的发展［14］。总之，教师只有转变

自身角色，从儿童视角出发才会提升区域活动中的师

幼互动质量。

（三）基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加强示范活动与日

常活动的一致性

示范性幼儿园是政府为提升学前教育整体质量

而专门设置的“榜样”幼儿园［15］，示范幼儿园为当地普

通幼儿园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标杆，普通幼儿园学习示

范园的过程通常是通过“参观”“观摩“讲座”的形式，

并借助手机、摄像机等工具进行“拍照式”的学习，而

示范园向普通园展示经验的途径通常是通过示范活

动的展示。示范园在迎接评估或参观的活动中往往

会为了迎合参观者而带领幼儿作“造假”活动，比如研

究者本次参与的参观活动，幼儿习惯性的作噤声的动

作和行为，这种现象抹杀了幼儿活泼好动的天性和幼

儿的游戏体验，同时也并没有为参观者提供相对真实

的经验和数据。事实上，政府设置示范幼儿园的目的

是借助示范园与普通园深入合作，共同解决普通园的

某些问题，即示范活动的开展是双方双向互动的过

程。因此，示范园应基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加强示范

活动与日常活动的一致性，这就要求参观者在参观示

范园示范活动时不要打扰到幼儿园原本的师幼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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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要惊扰幼儿的活动方式，以一种相对安静的

方式参观游戏，比如可以参考监视器拍摄内容以及幼

儿园内保存的日常活动视频或观察记录；同时要求示

范园的教师不受参观者的影响，仍然根据日常活动的

方式与幼儿进行互动，幼儿游戏时，教师仍然可以运

用适宜的方式进行指导，比如通过“提问”、充当“合作

者”的角色介入幼儿游戏并给予幼儿一定的指导。高

质量的师幼互动影响儿童所有领域的发展包括学习

动机、社会情感、行为技能和积极的同伴关系［16］。因

此，示范园应该在关注幼儿游戏体验的前提下，基于

共同发展的理念，发展高质量的师幼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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