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课堂观察与反馈：现状、评述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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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课堂观察与反馈成为研究热点。课堂观察技术的发展

历经现场观察、录像观察和信息技术支持的观察三个阶段，观察工具分为要素构成类、信息交互类和行为交

互类三类。课堂观察的数字化转变主要体现在课堂观察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处理和智能化分析解释。本研究

基于课堂观察常用的面部数据、言语信息、走动轨迹、身体姿态、日志五类数据系统梳理这两项技术，总结现

阶段数字化课堂观察的一般流程。针对数字化课堂观察存在的观测点聚焦通用型课堂、数据利用侧重行为

交互观察、可视化设计的可读性有待提高、教学解释难以对标实践需求等问题，本研究引入联合教师的新目

标定位、学科课型的新观测视角、故事化叙事的可视化设计新形式以及大语言模型的教学解释新工具，构建

了新思路下的实现路径，以期为课堂观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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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观察指研究者或观察者通过感官或借助

科学仪器，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对课堂情

境中的教育现象进行感知、记录、分析，从而获得

事实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王鉴等，2014）。课堂观

察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被

引入教育研究（杨玉东，2011），五六十年代快速发

展。课堂观察对提升教师教学设计与课堂把控能

力十分重要。它不仅能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改善

学生课堂学习，还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崔允漷等，

2007）。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有目的地开

展课堂观察，还可发现教学流程的薄弱环节，寻找

变革创新的切入口。对一线教师而言，有效解读分

析报告并依据课堂观察反馈作出有价值的教学决

策，仍是较大的挑战（Wise et al.，2019）。本研究将

系统回顾课堂观察技术的发展历程，在分析现阶段

课堂观察技术的发展困境和实现路径的基础上，探

索未来可行的发展新思路。

 一、课堂观察技术发展回顾

 （一）发展阶段划分

随着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课

堂观察迈入新的阶段。课堂数据记录与分析的技

术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本研究将课堂观察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个阶段

（见图 1）。
第一阶段是现场观察。该阶段起始于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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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注重观察课堂言语交互，数据采集方

式为人眼观察、纸笔记录，数据分析是人工对纸笔

记录的内容进行编码分析。最具代表性的工具是

弗兰德斯（Flanders, 1963）提出的课堂互动分析系

统（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FIAS）。受

现场编码时间限制，观察者只能记录课堂言语行为

的次数，较难还原课堂言语内容的细节。

第二阶段是录像观察。该阶段大体起始于录

像设备进入课堂教研后，借助录像设备完整记录课

堂数据，但编码仍需人工，效率没有较大提升。

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项目（Stigler, 1999）是该阶段的代表性项目。

第三阶段是信息技术支持的课堂观察。近年

来，面部识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

课堂观察提供了全新的机遇，数据采集与分析不再

需要人工操作。技术不仅提高了观察的效率，采集

的数据也更多样，还可全面、及时地对课堂进行分

析，拓展了教学解释的范围。当前，人工智能支持

的课堂观察已有很多尝试，如 EduSense（Ahuja et al.，
2019）、苏格拉底教学行为分析系统（吴权威等，

2020）、基于结构多模型联合的课堂教学智慧评价

系 统（Classroom  Structure-based  Multimodal-
supported Scoring System，CSMS）（许世红等，2022）
和杨晓哲（2021）的高品质课堂智能分析等。

 （二）三类课堂观察工具

基于不同的观察重点，课堂观察的角度和维度

会有所不同，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也存在差异（崔

允漷等，2007），这些观察的角度和维度往往体现在

课堂观察量表上。课堂观察中用于指导数据采集

与分析的工具越来越多样，有表格，也有图式，但其

本质都是为课堂观察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解释提供

辅助，统称为课堂观察工具。课堂是教学集中发生

的场所，课堂观察本质上属于教学分析。教学分析

一般分“要素分析”“交互分析”“基于建模的

教学系统分析”三种（林凡等，2008）。本研究认为

课堂观察工具可分为要素构成、行为交互和信息

交互三类。

 1. 要素构成类观察工具

该类观察工具强调要素系统性，即对构成教学

的全部要素进行观察分析，涉及的数据类型丰富，

如言语、板书、姿态、教案、与信息媒体的交互等。

要素类的代表性观察工具为崔允漷团队开发的

LICC模式。该模式认为课堂教学由学生学习

（learning） 、 教 师 教 学 （instruction） 、 课 程 性 质

（curriculum）与课堂文化（culture）四要素构成，据此

对课堂展开观察（沈毅等，2007）。
 2. 信息交互类观察工具

信息交互类观察工具强调将教学看作信息

传递系统，对课堂传递的信息类型、信息内容和传

递方式等进行观察，目的是了解课堂知识传授状况。

代表性观察工具为 IIS图（Instructional Information
Set）。该工具认为教学本质上是教师、学生和信息

媒体之间的信息流动系统。观察者借此观察记录

课堂内流通的各类信息，形成课堂信息序列图和知

识网络图，然后解释课堂知识点的激活情况（杨开

城等，2010）。
 3. 行为交互类观察工具

在众多课堂观察工具中，行为交互类观察工具

最常见，如 FIAS、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系统

（Information  Technology-Based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 ITIAS）（顾小清等，2004）、S-T分析（傅德

荣等，2011）、TIMSS、课堂评估评分系统（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CLASS  ） （The  World
Bank, 2017）、课堂观察工具 （Classroom Observation

 

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现场课堂观察

数据采集：录音录像设备记录，人工编码
数据分析：人工处理分析

第三阶段
近几年开始发展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堂观察

第二阶段
1995 年起

录像课堂观察 数据采集：录音录像设备记录，智能技术提取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分析

数据采集：人工现场观察记录编码
数据分析：人工处理分析

图 1    课堂观察发展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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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ICOT）（Talbot Bielefeldt, 2012）、国际教与学

观察 TALIS项 目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
tional Survey）（OECD, 2021）、全球教学洞察（Global
Teaching Insights，GTI）（OECD, 2020）等。这类观察

工具以行为交互观察为主，包含基本信息、课堂教

学概况、技术使用、情感交互、认知交互等内容。

基本信息指课堂观察日期、教室硬件设备配备状

况等。课堂教学概况指活动结构、课堂活动的设

计等。技术使用指教学使用的技术类型、师生与

技术的交互行为等。情感交互指教师对学生的积

极响应与消极响应、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生主动

帮助同伴等。认知交互指教师提出问题促进学生

主动回答、主动提问，学生互动讨论或自主思考等。

 二、课堂观察技术应用现状

回顾课堂观察技术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课堂观

察的数字化转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课堂观察

数据的自动化采集与处理，二是课堂观察数据的智

能化分析和教学解释。

 （一）课堂观察数据的自动化采集与处理技术

不同研究对观察数据的分类方式有所不同（Di
Mitri et al.，2018; 穆肃等，2021）。常见的是按来源

将数据分为面部数据、言语信息、走动轨迹、身体

姿态、日志数据、脑电数据、皮肤电数据等。考虑

到实际课堂中数据的普适性，本研究主要考察前五

类数据。

 1. 面部数据

人脸识别指结合人脸的定位和主要面部器官

的检测获得面部特征，然后依据面部特征与已知人

脸进行对比，从而识别人脸身份（汪亭亭等，2010;
张建利等，2013）。面部表情识别在人脸识别的基

础上进行，包含人脸识别的步骤，之后再对表情进

行分类。面部表情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巴深等，

2021; Tonguç et al., 2020），研究者可自行定义分类

标准或选用已有的分类方式。对面部表情分类需

要先对机器进行训练，这可以通过选择人工标注表

情标签的方式（贾鹂宇等, 2019）提供训练集、验证

集、测试集，也可以选择已有的表情库（马晓玲等,
2020）让机器进行学习，实现机器对面部表情的自

动分类。视线追踪可以基于人脸识别实现，将 2D
人脸关键点向 3D转换，根据旋转矩阵计算欧拉角，

估计头部姿态。由于人眼的有效视场有限，头部朝

向可以代表视线方向（武法提等, 2022）。
 2. 言语信息

话语特征涵盖话语人的声调、语速、音量、用

词、态度、话语内容等语音、语言和内容方面的特

征。话语特征识别可以实现话语人识别、内容识

别和情感识别，如通过区分音色与声纹识别话语人

（杨晓哲 , 2021）。值得注意的是，课堂有干扰、意

外的话筒接触、学生翻书或移动桌子、背景媒体等

噪音，且课堂话语较不正式，只使用教师的音频或

偏重于转录教师话语被认为是最实用的选择

（Donnelly et al., 2017）。
 3. 走动轨迹识别

走动轨迹可以通过教师身上的可穿戴传感器

进行采集，如可穿戴徽章或绑在背部的传感器（An
et al., 2018）等，也可通过视频分析获得。教师走动

轨迹识别大多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记录统计，还能

反映教师的停留时长。

 4. 身体姿态识别

身体姿态数据的自动化采集主要通过 2D或

3D形式的图像或传感器等方式（邓益侬等，2019）。
但在课堂观察的相关研究中，身体姿态识别主要通

过图像分析：先使用摄像头捕捉画面，然后通过关

节、轮廓等关键点识别画面中出现的人体。构建

基于身体姿态的自动课堂行为识别器，常用的办法

是先构建课例数据库，然后按研究所制定的标准将

人工对部分数据的标注结果作为训练集，再依据比

较成熟的姿态分析框架如 OpenPose（孙众等，2020）
分析骨骼，实现人体姿态识别。

 5. 日志数据记录

师生在课堂上使用各类学习系统或平台，会产

生许多日志数据。这些生成式数据也能为课堂分

析提供重要信息，如学生学习成绩、练习操作记录

（乔惠等，2018）等。

 （二）课堂观察数据的教学解释

课堂观察数据的教学解释分两步：第一步，先

将面部信号、言语信息、走动轨迹、姿态以及日志

数据等进行智能化分析，即“翻译”为师生行为的

主导性、课堂关注度和参与度、班级活跃度、教师

提问倾向等课堂特征；第二步，整合这些课堂特征，

形成对教学模式、教学结构、教学风格与习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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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氛围、课堂公平等更高层次的教学理解。

 1. 从观察数据到课堂特征

面部数据可用于解读学生学习状态、课堂关

注度、班级活跃度、课堂参与度等。有研究通过分

析学生眉眼唇特征判断学生学习状态，分析学生是

否疲劳（汪亭亭等，2010; 张建利等，2013）；还有研

究从视线追踪角度入手，根据不同视线区域的学生

占比分析班级课堂关注度（Ngoc Anh et al., 2019）；
贾鹂宇等（2019）从面部表情分析入手，根据不同类

型面部表情的人数比例判断班级活跃度，还通过人

脸关键点识别确定实时抬头人数，统计实时抬头率。

除单独分析面部数据外，还有研究将其与其他数据

融合分析课堂，如将视线区域和头部姿态结合判断

学生参与度，长时间低头或视线长时间注视教学外

区域超过一分钟，则认为是注意力不集中，参与度

较低（Yang et al.,  2020）；韩丽等（2017）依据头部、

眼部、唇部特征给出五种心理状态，并根据心理状

态判断学生课堂参与状态；阿斯兰等（Aslan et al.,
2019）将平台登陆状态、任务行为状态、表情状态

结合，判断学生学习参与状态；刘清堂等（2019）结
合人脸轮廓检测和主体运动检测，粗略判断师生行

为状况。

言语数据可用于分析教学行为时序、师生对

话模式等。孙众等（2021）依据加涅“九大教学事

件”并参考 ITIAS等编码体系，通过语音识别实现

对教学事件的自动化分类，生成教学事件时序图。

除参考加涅对教学事件的分类外，还有研究

（Donnelly et al., 2016）尝试自动化识别自定义的关

键教学片段并生成时序图；宋宇（2022）按时间划分

课堂阶段，记录各阶段不同类型语言出现的频次比

例并以时序图和序列图的形式可视化呈现，分析师

生对话模式。

走动轨迹数据主要以教师为主，体现教师对某

一学生或学习小组的空间接近程度或关注度。有

研究重点关注教师停留位置与学生位置的空间距

离，认为 1米是师生存在潜在互动的最大空间距离

（Martinez-Maldonado et al.,  2020）。如果教师距离

学生课桌 1米内的时间过长会给出提醒，或可视化

呈现教师走动轨迹并突出显示停留时间较少的学

生群体（Martinez-Maldonado, 2019）。除了简单标注

教师课堂的定位轨迹，还有研究（An et al., 2020）关

注教师走动的视线注视方向。例如，一种新型的教

师轨迹定位图以游戏的三角区视角为基础，通过背

在身上的硬件设备记录教师的位置、注意力方向

以及停留时间，并通过蒲公英图的方式展示。

日志数据可用于解读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

投入度及教师的教学习惯等。有研究（乔惠等 ,
2018）通过归类在线交互行为，表征学生的认知特

点、学习习惯。也有研究（李爽等, 2018）利用在线

交互行为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度，还有研究

（王冬青等 , 2019）聚类智慧课堂的教师行为序列，

比较不同教师群体的教学习惯、教学方式。

 2. 从课堂特征到教学理解

1）对教学模式的理解

教学模式是围绕某一教学活动主题或基于特

定教学理论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学范型（余清臣

等，2014）。课堂观察中对教学模式最常见的解释

是依据 S-T分析中师生行为的占比将其分为练习

型、讲授型、对话型和混合型。刘清堂等（2019）采
用 OpenCV提供的相关算法获取图像特征，并选择

人脸数目、轮廓数目、图像最大轮廓面积和帧间差

分图最大轮廓面积四种特征，借助决策树分类器，

实现 S-T行为分类，进而识别并判定课堂的教学模式。

2）对教学结构的理解

教学结构指在某种教育思想、教学理论或学

习理论指导下，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

的稳定结构形式（何克抗，2002）。课堂观察中对教

学结构常见的解释为“主导—主体”的教学结构

和 SPS教 学 结 构 序 列 （Sequencing  of  Pedago-
gical Structure，SPS）（Jacobson et al., 2015）。前者强

调教师主导教学，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何克抗，

2007），后者将教学方法的结构分为高结构化（如教

师讲座）和低结构化（如学生自主学习）两类（胡立

如等，2016）。对教学结构的解释主要基于师生行

为的主导性信息。孙众等（2020）采用基于 GRU循

环神经网络的事件分类器分类教学事件，然后以双

主教学结构为基础，同时参考 SPS分类和学科学段

特点，按照课堂教学阶段分析课堂教学结构。

3）对教学风格与习惯的理解

教学风格与习惯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

反映在教师话语和教学行为等多方面，可通过教师

提问倾向、对话模式以及行为时序加以判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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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等（2016）将教师提问分为八种。根据其出现的

频次，教师提问倾向包括开放性、问题解决、批判

性 及 创 造 性 三 种 。 宋 宇（2022） 采 用 CNN+
BiLSTM+Attention混合神经网络技术对课堂话语

文本进行自动化标注，用时序过程分析反映某一阶

段不同类型话语出现的频次，分析师生对话模式，

反映教师教学习惯。王冬青等（2019）基于师生课

上的生成性日志数据将教学行为分为六类，通过序

列挖掘和聚类, 从教学行为的侧重、丰富性和信息

技术教学能力等方面分析教学风格。还有研究（卢

国庆等, 2021）分析师生行为间的相关性并对其序

列关系进行挖掘，得出课堂教学行为规律，从而分

析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

4）对课堂教学氛围的理解

课堂教学氛围指课堂中师生、生生间围绕教

学目标展开教与学活动而形成的某种占优势的综

合心理状态（王立琴，2002），多通过师生的情感倾

向加以分析。课堂评估评分系统将课堂氛围分为

积极和消极两类，积极的课堂氛围体现为师生温暖

而相互支持的关系，消极的课堂氛围体现为愤怒或

易怒，取笑他人等讽刺或不尊重的行为等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2020）。有研究（Ramakrishnan
et al., 2021）在此分类基础上，融合面部数据和言语

数据，筛选特征，多轮迭代，分析师生情感倾向，实

现课堂教学氛围的自动化评估。此外，课堂关注度、

参与度、班级活跃度和投入度等也能反映学生参

与教学活动的心理状态，也是理解课堂教学氛围的

重要特征。

5）对课堂公平的理解

课堂公平指教师在课堂上平等对待每一位学

生, 合理分配课堂资源, 形成平等的师生关系（郭晓

娜等，2007）。这可从分配、程序和互动三个维度

展现。分配指全班学生参与课堂对话和学习活动

的机会均等，程序指课堂在程序上的公正情况，互

动指师生对话机会充足，学生充分参与（杨晓哲，

2021）。课堂公平体现在学生应答和空间关注度等

特征上。在学生应答方面，学生举手等反映了学生

参与课堂对话的机会是否均等。在空间关注度方

面，师生间的空间距离、教师停留的持续时间，以

及教师对学生的注视方向和注视时长，都可反映教

师对不同学生或小组的关注程度（An et al., 2020）。

此外，师生话语时长占比也可反映课堂公平。

 三、数字化课堂观察与反馈的困境

总体而言，数字化课堂观察与反馈的开展流程

可分为确定观测点、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可

视化、教学解释、提出建议六步（见图 2）。其中，

数据采集环节可细分为数据来源、数据类型、技术

基础三方面。本研究认为，现阶段数字化课堂观察

在确定观测点、数据利用、数据可视化和教学解释

等方面仍有可改进之处。

 （一）聚焦通用型课堂，无法提供针对性反馈

观测点指课堂观察的具体项目及数据内容，如

不同类型教师提问的频次。课堂产生的数据十分

丰富，但明确采集并分析哪些数据能够达成课堂观

察的目的十分重要。观测点的确定要基于已有的

框架工具、相关理论等，再结合观察目的。现阶段

课堂观察系统多为一般性整体课堂视角，观测点是

通用的，没有考虑不同学科的特征以及不同课型教

学目标和任务的差异，也没有区分不同学科课型中

的不同环节、不同活动设计的关注重点和评估要

点。因此，课堂反馈信息的针对性弱，难以有效指

导后续教学的调整和改进。

课型划分的目的是让散漫无序的课成“型”，

按照一定维度，形成有层次有结构的体系（张向众

等，2015）。这里的结构指环节、活动组成的课堂

教学结构。卜玉华（2016）认为课型范式有助于教

师解构复杂的课堂，指导教育实践，实现更新性发

展。本研究认为基于学科课型从环节、活动的角

度切入课堂观察具有重要意义。

 （二）侧重行为交互观察，言语信息和日志数据

的挖掘有待加强

在整体课堂的视角下，现有研究的观察角度以

行为交互为主，较少从信息交互和要素的角度观察。

林凡等（2008）认为采用要素系统的观察视角，容易

造成子维度过多且划分界限模糊，理论性强但技术

实操性弱等不足。较少有研究从信息交互角度开

展观察，因为该角度需要提取课堂知识点，且现有

研究对知识点的分类较为抽象，难以形成计算机可

以理解的结构清晰、特征分明、可操作性强的数据。

以 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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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观察的数据涉及多种类型，其中言语信息

和日志数据仍存在较大的可挖掘空间。言语是激

发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反映教学逻辑推进

的重要依据。当下研究较多关注师生话语时长占

比、教师话语中的问题类型等。虽有少量研究通

过视频切片对师生话语主题进行关键词排序或匹

配（许世红等，2022），但未形成在教师引导下对学

生认知建构和思维发展的分析和反馈。日志数据

是反映课堂技术应用的重要证据。技术赋能课堂

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师生互动、提升教学效果，需要

在不同情境下使用适合的技术。现有研究大多只

报告技术使用的行为、类型、时长、顺序等，较少

分析所用技术手段是否适切以及教师使用技术是

否熟练等，显然不符合教育数字化转型下课堂观察

的晋级要求。

 （三）教师数据素养需要提高

可视化指以图形化数据的方式传达信息。现

阶段课堂观察的报告多以折线图、饼图、雷达图、

水平条形图、热力图、词云图等方式呈现，但如何

解读其中的教学涵义进而加以利用，则对教师数据

素养提出了要求。有研究指出需要通过专门的培

训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张进良等，2015），但这一

策略难以在短时期看到效果。数据可视化的目的

是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让个体不用付出多大努力

（Fernandez Nieto et al.,  2022）就可获得有效信息。

本研究认为这可以通过加强课堂观察数据可视化

界面的解释力度来增强教师对课堂观察数据的理

解。“可用”的可视化不一定有效，课堂观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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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阶段课堂观察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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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故事化叙事”的指导下提升数据可视化解

释的有效性（Echeverria et al., 2018）。
 （四）教学解释力度弱，与实践需求有距离

课堂观察的最根本目标是要揭示课堂问题，为

课堂教学的改进和优化指明方向。但现阶段的课

堂数字化观察较多呈现的是各种技术参数和指标

得分，一方面话语体系与一线教学实践存在一定差

距，另一方面由于通用型课堂的观察视角还不能有

效解释教学言行背后所代表的教学活动意图或教

学目标，因而所展示的数据不足以支撑实践操作的

转换。例如，依据教师行为占比和师生行为转化率，

能解释课堂属于 S-T分析中的何种教学模式，但如

果不结合教学目标和活动，仅凭 S-T分析无法真正

评判课堂教学的优势与劣势，给出能落地的、有价

值的教学改进建议。技术是课堂数字化观察发展

的基础动力，已有研究探讨了大量不同技术方案的

可行性，如识别课堂气氛的模型（Ramakrishnan et
al.,  2021）、识别课堂问题的方法 （Donnelly  et  al.,
2017）等，但还应更多考虑实践的真实需求。

 四、数字化课堂观察实现路径

课堂观察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可以加快观察

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分析解释，另一方面可更好地还

原课堂教学过程，为评价教学效果提供数据支撑。

针对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基于学科课型范式、使

用大语言模型、以故事化叙事形式进行可视化教

学解释的课堂观察设想，并建构了数字化课堂观察

和反馈的新路径，以期为未来课堂观察提供思路。

 （一）新思路

本研究提出的新思路一方面基于新技术的支

持，另一方面也是思考视角的转换。

1）从学科课型视角切入，反映课堂知识点的推

进逻辑和学生思维发展状况。这包括从学科课型

视角切入课堂观察，剖析课堂结构和过程，帮助教

师快速把握特定学科课型的教学逻辑；将行为交互

和信息交互融合展开课堂观察，帮助教师复盘课堂

教学的具体过程，明确知识点的推进逻辑和学生思

维发展状况。言语是课堂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研

究者可从教师言语内容入手，结合板书、教案、教

参等数据，尤其要配套学生的言语反馈，分析课堂

各知识点的激活过程并绘制课堂目标实现的知识

网络图，也可联合师生话语内容成套分析学生思维

发展状况，如分析教师使用了哪种提问类型，开展

了哪些活动，学生话语内容中是否反映了评估、推

论、自校准、说明、解释、分析等批判性思维意识

（武宏志，2004）。
2）加大对课堂观察数据的挖掘与开发，发挥人

工智能优势。这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挖掘与开

发言语信息和日志数据等的教学价值，也可增强多

源数据的融合。除内容分析外，教师说话的语速、

音量、音调及提问后的停顿时长都具有分析意义。

例如，教师提问的音量、音调变化可揭示教师的情

感和情绪（卢正芝等, 2010），提问后的停顿可反映

教师给学生所预留的思考时间等。随着教育软硬

件设备的发展，数字化课堂会产生大量的生成式数

据，如教师惯用的软件功能、使用某一软件功能的

时长、PPT结构与讲授时长、课堂测验的正确率等，

这些数据可以反映教师上课的技术偏好、课堂组

织结构和学生对知识点的即时掌握程度和参与度

等。除了常用的面部、言语、姿态、日志、轨迹等

数据，研究者还可融合教案、教学参考书和板书等

更多数据，精细分解课堂结构，并相互印证，为课堂

教学提供更全面的评判和针对性的建议。

3）基于故事化叙事，提升课堂观察解释的可视

化设计。一份好的可视化课堂观察报告，不仅要阐

明教师需要知道什么，还要将教师想要了解的内容

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确保他们能很容易地了解

全部内容，同时要让数据说话，驱使教师作出判断

并采取行动。但现有的数字化课堂观察从源头就

没对接教师的实践需求。由表格、文字、时序图等

展示的观察分析数据，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数据素

养。若用故事化叙事进行可视化设计，以叙事方式

梳理课堂观察的过程要求，并合理运用线索等增强

数据的可读性和说服力，则可有效帮助教师读懂报

告，提高课堂观察报告的影响力。

4）探索大语言模型应用于学科课型建模、教

学解释和教学建议的价值。ChatGPT等大语言模

型为数字化课堂观察的学科课型建模、教学解释

和教学建议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实现方案。这些模

型可以处理大规模文本和多媒体信息，依据大量的

课例数据建构不同环节和活动的师生言行分析特

征，进而提炼形成不同学科课型。这些模型还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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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生成自然语言文本，训练可用于自动化的教育

数据解释并提供个性化的改进建议。此外，大语言

模型还有助于开发教学资源，根据课堂观察结果生

成定制化的学习材料或提供改进的教学设计，实现

课堂观察的闭环迭代。

 （二）新路径

基于上述新思路，本研究提出整合教师需求的

新目标定位、学科课型的新观测视角、故事化叙事

的新可视化设计形式以及大数据模型的教学解释

新工具等设计要点，建构了课堂数字化观察的新路

径（见图 3）。新路径分为课堂观察的目标确定、课

堂观察的实施、教学分析与反馈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确定课堂观察目标。课堂观察的

根本目的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具体目标可细分为课堂问题诊断、教学效果评

价和教学能力评估三方面。研究者可以联合教师

一同参与定位，更好地对标理论研究与真实需求，

从基于学理的单向考量变为结合实践需要的双向

互动。观察目标确定后就可确立观测点，即从不同

学科课型的特点入手，根据不同环节、活动的关注

重点和评估要点选取观察点。例如，语文新授课活

动的特点是通过师生问答推进对课文的理解。环

节不同，问答要求不同。导入环节侧重问题的开放

性，激发学生思考；讲授环节则更全面，要求评估问

题的开放性、教师的反馈质量、教学内容的延展程

度等。

第二环节是实施课堂观察，即课堂数据的数字

化采集和处理。例如，从视频中采集学生举手

姿态。课堂数据来源除实时选取的教学视音频外，

还需融入师生使用各类信息化教学平台和软件工

具的数据作为补充和印证。研究者可使用人脸识

别、话语特征识别等技术将采集的多模态数据自

动化转换为更高级别的数据类型。

第三环节是教学分析与反馈。该环节决定了

课堂数字化观察的价值输出。研究者需要将采集

的数据有效转化升级为信息和知识，然后再以可视

化方式反馈给教师，作出教学解释并提供改进建议。

DIKW（Data-to-Information-to-Knowledge-to-Wisdom）

模型（Ackoff, 1989）可用于指导将课堂采集的数据

信息转换为知识，再转换为智慧。这一环节包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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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教学解释、提出建议四步。

它可以通过人机协同共同完成。

第一步，数据分析。DIKW模型指出信息需要

通过一定的关系连接数据而产生意义，进而通过提

炼信息之间的模式化关系得到知识 （Bellinger et
al., 2004）。关系的建立需要选取恰当的分析方法。

例如，将学生座位、举手数据和教师抽答数据相互

印证，得到举手学生的座位分布、教师频繁抽答的

学生座位分布等信息，使用关联挖掘处理分析后得

到“如果学生坐前排，教师很可能忽视学生举手”

的知识。信息揭示一定的教育事实，知识可用于解

释教育事实的来龙去脉（彭红超等, 2018）。
第二步，数据可视化。故事化叙事的呈现形式

可以是静态的重点突出的信息图表，也可以是动态

的交互式动画（Knaflic, 2015）。有目的地采用故事

化叙事方式呈现数据分析结果，可使结果更容易被

一线教师理解，也让课堂观察生动、更具吸引力。

例如，按时间顺序将教师的走动轨迹以动画的形式

呈现，或通过鼠标悬停的交互，反映教师的走位所

影响的学生座位范围。

第三、四步，教学解释和提出建议。对课堂教

学优势与不足加以解释进而给出改进建议，一般需

要提供教学质量的评判标准，建立优质课堂的参考

模型。大语言模型能自动从大量优质案例中学习

并提取观测点的参考数据，生成丰富且个性化的教

学解释和报告建议。当然，教师还可在此基础上取

舍和优化，最终形成螺旋上升的提升课堂质量和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闭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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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Digital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Status,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YU Xiaohua1， PENG Yuan1 & HU Tingyu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Guangdong Xingtan Smart Education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51066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lassroom  digital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have  become  popular  in  current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technology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On-site  observation, video-based  ob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supported observation with  the  observation tool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based  on  their  foci: Elemental  compositio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ract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utomated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data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data collected.
The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the two technologies that use five types of data in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e  data  analyzed  include  facial  information, verbal  information, walking  tracks, body
postures, and  logs.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classroom  digital  observation  and
addresses  the  four  challenges  of  classroom digital  observation: Narrow observation  focus  on  general
lesson type, observation limited to behavioral interaction, low readability visualization, and observation
explanation  with  low  feasibility  for  instruction  enhancement.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of
observation  targets  based  on  teacher  needs, disciplinary  lesson  observation  perspective, storytelling-
based visualization design, and enhanced instructional explanations empowered by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The  study  finally  constructs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se  innovations, which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future  classroom  observation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on  classroom
observations.

Key words: classroom observation；digitalization；lesson type；storytelling；Large Language Model

郁晓华，彭源，胡婷玉. 数字化课堂观察与反馈：现状、评述与实现路径 OER. 2024，30（3）

· 108 ·

https://www.habook.com.cn/academic.php?act=view&#38;id=43
https://doi.org/10.1016/j.patrec.2019.11.023

	数字化课堂观察与反馈：现状、评述与实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