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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掌握科学的课堂观察方法不仅有利于教师教学的效果的提升，而且有助于教师自身专业发展。论文主要围绕课堂观察

的内涵、类型、要求及意义四个方面进行简述，并结合课堂观察理论知识设计教学板书观察量表，望为广大教师提供借鉴与参考。

Abstract: Mastering the scientific classroom observation method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 but also conducive to teachers’ ow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type, 

requirem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eory knowledge to design 

the teaching board observation scale,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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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堂观察是研究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广大一线

教师和教育研究工作人员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教

育工作者，深入研究课堂观察相关理论知识，掌握科学的课

堂观察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是更好地胜任课堂教学工作，

成为研究型教师的必备技能。

2 课堂观察的内涵
课堂观察是观察者或观察团体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的指导下，凭借感官、经验及相关辅助工具，对课堂教学的

全过程和运行状况进行记录、分析和研究，其目的是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是一种专业活动。

这一专业活动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课堂观察是一种专业的教育研究方法，即观察者

带着问题去观察，将整个课堂运行的复杂过程围绕观察的重

点进行拆分、记录和分析，并得出结果，再加以反思和分析，

从而实现观察的目的。

第二，课堂观察是一种工作流程，这一流程包括三个阶

段，即课前确定观察目的，课堂中观察和记录课堂运行状况，

课后分析反馈。

第三，课堂观察是一种团队合作。在这个团队当中，每

个成员分工不同，但又彼此相互合作，在观察的整个过程中

每个阶段都是教师与团队其他成员互动、交流、反思、自我

完善的过程，在教师自我改进课堂教学的同时，也促进了团

队其他成员的相应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课堂观察就是一

种团队合作 [1]。

3 课堂观察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课堂观察可分为不同类型，目前中国

学者较为认可的主要有以下五个分类标准：根据课堂观察中

资料收集方式和资料本身属性不同，可分为定量观察和定性

观察；根据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关系不同，可以分为自我的课

堂观察和对他人的课堂观察；根据观察者之间合作关系的不

同，可以分为合作的课堂观察和独立的课堂观察；根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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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或内容选择不同，可以分为集中观察和分散观察；根据

观察目的与作用不同，可分为诊断性观察、提炼性观察、专

题性观察。实际上，很多课堂观察的分类都是相对的，它们

之间会有交叉和重叠的地方，同一个具体的观察活动也可以

包含多种观察类型，具有多重属性。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

课堂观察，我们要灵活对待、综合运用各种观察方法 [2]。

定量观察是指借助一定的观察工具，记录课堂教学过程

的相关数据，以可量化的数据显示结果。比如说，在课堂观

察的过程中记录教师上课提问的次数、学生举手发言的次数

等，以此来作为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依据，给教师提出相应

的改进意见。其优点是定量观察的数据比较直观，有一定的

科学性。但影响观察信度和效度的因素也有很多，这些影响

因素会导致得出的结果不够准确，比如观察量表本身是否科

学，是否合理等。

定性观察是指观察者根据事先设定好的粗线条观察纲

要，收集课堂运行中的相关信息材料，并通过描述性和评价

性的文字记录课堂观察时的感受和领悟。其优点是能够观察

到不能量化的事件，并能保留事件的初始顺序、逻辑关系和

内在联系。但定性观察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观察记录

的文本信息处理比较烦琐、耗时、结果主观性较强等。

4 课堂观察的要求
一般而言，课堂观察程序主要包括课前会议、课中观察、

课后会议三个主要步骤。

课前会议阶段，也就是在正式课堂观察之前，要求观察

者和被观察者聚在一起进行有效商讨，充分交流，做好确定

课堂观察目的、观察重点、观察工具等工作。

课中会议阶段，是课堂观察的主体部分。要求观察者在

进入现场之后，严格遵守一定的观察技术要求，根据课前会

议制定的观察量表，选择恰当观察位置、观察角度，迅速进

入观察状态，并记录观察到的典型行为及自己当时的思考。

课后会议阶段，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

态度，秉持平等交流的观念，拒绝假话、套话，进行公正客

观的评价和有效的专业探讨，集思广益，力求从多视角、多

方位寻找有效的教学策略，实现课堂观察的最终目的。

5 课堂观察的意义
课堂观察对于改善学生课堂学习、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

形成学校合作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课堂观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学生，都是为了

提高和改善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无论是教师教学行为的改

进、课程资源的利用，还是课堂文化的创设等，都是以学生

课堂有效学习为落脚点。课堂观察的过程就是观察者关注学

生学习、研究学生学习和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始终紧紧围

绕着学生进行。

其次，课堂观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无论是处在哪个发展阶段的老

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课堂观察，

从而获得实践知识，吸取他人经验，改进自己教学技能，提

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最后，课堂观察作为一种合作的专业研究活动，有助于

学校合作文化的形成。课堂观察是互惠性的，它不是命令，

也不是规定性的任务，而是出于自愿和协商的专业学习活

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能从中受益。同时，课堂观察团队

的形成与活动的开展又营造出了一种合作的学校文化，增进

教师的责任感以及对学校的归属感 [1]。

6 教学板书观察量表
此次课堂观察的量表（见表 1）的设计是依据崔允漷教

授的课堂观察框架四个纬度来进行的，即学生学习、教师教

学、课程性质、课堂文化四个纬度。

学生学习维度主要关注怎么学或学得怎样的问题（设计

了观察点 8），教师教学维度主要关注怎么教的问题（设计

了观察点 1-7），课程性质维度主要指的是教

和学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设计了观察点 9）。三者之间，

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通过课程发生联系，在整个互动、对话、

表 1 课堂观察量表（教师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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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课堂文化。于是笔者把课程性质和文

化两个纬度放在一起。

总体来说，该观察量表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通过

对定量观察记录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能更加形象地了解

教师的板书过程，有利于增强评析的科学性。定性观察综

合观察教师的板书设计，涉及设计的内容、设计的思路、

课堂文化、隐形课程等要素，有助于为教师提供基于实证

分析的改进建议。

7 结语
此次观察量表的设计，虽然已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但仍

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今后需要学习和完善的地

方。通过深入学习教育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方法，不断

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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