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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ＦＩＡＳ 的课堂教师语言行为分析

———以研究安庆七中某堂英语课为例

徐　 凡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ꎬ安徽安庆　 ２４６１３３)

　 　 [摘　 要]文章基于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ＦＩＡＳ)ꎬ以安庆七中某节英语课为例ꎬ旨在研究

教师课堂话语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分布规律ꎮ 本研究采用课堂观察研究法对高中英语阅读教学

进行实证分析ꎬ基于“学习活动观”理论框架ꎬ通过质性描述与量化统计相结合的研究路径ꎬ系统

考察课堂教学活动的多维特征:一方面对阅读课活动类型进行结构编码与质性描述ꎬ另一方面

运用话语分析工具对师生互动模式进行量化解析ꎬ据此构建课堂教学活动与理论框架的适配度

评价体系ꎮ 实证数据显示ꎬ样本课堂在活动类型分布上呈现显著偏态特征———教师侧重文本理

解类活动设计ꎬ但对语言实践类及迁移创新类活动存在明显疏漏ꎻ在活动实施维度ꎬ存在主题关

联弱化、语境支撑不足等典型问题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建议通过优化活动设计的层次性与系统性ꎬ
强化语言学习的情境嵌入ꎬ以提升课堂教学活动与课程理念的契合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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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要求ꎬ英语教学需构建融合综合性、实践

性与关联性的学习活动体系(教育部ꎬ２０１８)ꎮ 该标

准倡导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的

递进式教学活动ꎬ帮助学生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实现

三重发展目标:深度解读文本意义、提升批判性思

维能力、培养多元文化理解意识ꎬ进而促进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和思维品质的融合发展ꎮ
然而实证研究发现ꎬ当前阅读教学实践中存在

目标体系离散化、语言功能教学虚化等现象ꎮ 蒋巧

玲(２０１８)指出ꎬ部分教师过度聚焦教学形式的创新

设计ꎬ却未能将活动目标有效对接学科核心素养培

育ꎬ导致教学活动与育人目标产生结构性脱节ꎮ 针

对这一现状ꎬ王蔷(２０１５)提出教学改革应着力推进

三个维度的范式转型:由教师单向传授转向学生主

体参与ꎬ从零散知识教学转向主题情境建构ꎬ最终

突破学科边界实现全人教育价值ꎮ 新课标要求教

师应设计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特点的英语

学习活动ꎬ使学生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

新等一系列融语言、文化、思维为一体的活动ꎬ获
取、阐释和评判语篇意义ꎬ表达个人观点、意图和情

感态度ꎬ分析中外文化异同ꎬ发展多元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ꎬ提高英语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教育部ꎬ
２０１８)ꎮ

实证研究表明ꎬ部分教师仍固守单向知识传递

模式ꎬ未能有效落实学生主体性教学理念ꎮ 这种以

机械训练为主的课堂结构导致语言知识传授与交

际能力培养失衡ꎬ致使学生在脱离真实语境的碎片

化学习中ꎬ其认知参与度与意义建构机会显著受

限ꎮ 研究数据进一步揭示ꎬ此类重输入轻输出的教

学实践ꎬ不仅弱化了语言技能的整合性发展ꎬ更因

忽视学用一体原则而制约了语言运用能力的整体

发展ꎬ最终影响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效度ꎮ (雷达ꎬ
２０１２)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性课堂观察ꎬ系统探

究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实践行为与高洪德“学
习活动观”理论框架的匹配程度ꎮ 研究聚焦于诊断

分析教师教学设计、活动实施与目标达成三个层面

的理论偏离现象ꎬ揭示教学实践与理论框架的偏差

特征ꎬ从而构建“理念认知—行为改进—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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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路径ꎮ 通过这种理论观照下的教学诊断ꎬ引
导教师实现从经验型教学向理念驱动型教学的范

式转型ꎬ优化阅读课堂活动的多维设计ꎬ促进学生

完成从知识认知内化到迁移创新的完整学习闭环ꎬ
最终达成英语学科“学用结合”的素养发展目标ꎮ

二、研究过程

(一)阅读前

在首层教学活动中ꎬ通过主题导入环节着力实

现认知图式唤醒ꎬ具体表现为:教师借助情境创设

激活学习者先备知识体系ꎬ搭建主题认知的 “已

知—未知”三维支架ꎬ促进新旧知识的结构化联结ꎬ
为深度语篇解读奠定认知基础ꎮ 课堂观察数据显

示ꎬ教师普遍在阅读前阶段实施“主题导入—背景

唤醒”双维驱动策略:一方面通过语篇深度解析锚

定核心主题ꎬ设计具有主题关联性的热身活动(如
视听素材呈现、话题讨论等)ꎬ有效激活学生的认知

图式ꎮ
教师通过播放一首乡村音乐———Ｔａｋｅ ｍ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ａｄｓꎮ 并提出下列问题:
１.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ｉｔ ｉｓ?
２.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ｏｎｇ?
３.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ｒｅｍｉｎｄ ｙｏｕ ｏｆ?
４. Ｗｈａｔ ｅｌｓｅ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导入环节采用问题链设计技术ꎬ构建“主题语

境—认知冲突—探究导向”的启发性问题系统(如
预测性问题、关联性设问等)ꎬ引导学习者形成结构

化认知框架ꎮ 这种基于认知心理学图式理论的读

前设计ꎬ不仅实现新知识与既有经验的衔接ꎬ更通

过创设“主题悬念”和“认知缺口”ꎬ推动学生进入

“问题导向型阅读”的思维准备状态ꎬ为后续深度学

习奠定元认知基础ꎮ
(二)阅读中

阅读教学的核心实施阶段聚焦于“信息处理—
意义建构”的双向互动过程ꎬ其第二阶活动体现为

结构化信息加工实践ꎮ 课堂观察表明ꎬ教师通过

“三维信息处理链”有效落实学习活动观的应用实

践要求:首先实施多模态信息解码(如定位主旨句、
提取关键数据)ꎬ引导学生建立文本信息框架ꎻ继而

推进结构化处理(通过思维导图梳理逻辑关系、借
助表格对比实现信息分类)ꎬ促进零散信息的系统

化整合ꎻ最终导向深度加工(开展角色复现、文本重

构等语言产出活动)ꎬ在主题探究导向下实现认知

图式重构ꎮ
这种层递式信息处理机制严格遵循“分析阐

释—整合运用”的认知发展规律ꎬ不仅完成表层信

息的深度内化ꎬ更通过语言实践促成陈述性知识向

程序性知识的转化ꎬ体现外语学习从输入到输出的

本质特征ꎮ
教师设计了让学生根据标题和图片推测文章

主旨大意的活动ꎬ标题名为“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ｓ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ｅｖｅｒ”ꎬ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验

证猜想ꎮ
教师在推测文章主旨大意后ꎬ又针对文章每一

段ꎬ进行了填表和获取时间信息关键词的活动ꎮ 通

过问题链的形式ꎬ让学生对第二段有了细致的把

握ꎬ问题包括如下:
１.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ｉｔ ｉｓ?
２.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ｆｒｏｍ?
３. Ｗ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４. Ｗｈａｔ’ｓ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ꎬ这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表格填写ꎬ问题从这是什么样的音乐? 它从哪

里来? 到这是怎么回事? 它对人的影响是什么?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关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主题的内

容和思想ꎬ提升阅读能力和思维水平ꎮ 通过仔细阅

读第二段话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更好地把握作

者的意图和观点ꎬ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ꎬ不
断开阔视野ꎬ提升自我修养ꎮ

此外ꎬ我们发现教师对于语篇的授课和反馈也

是细致入微的ꎮ 教师先对问题进行复述解释ꎬ确保

每一个学生都了解填表回答问题这个活动的含义ꎬ
再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在文章第二段寻找答案ꎬ完
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学生积

极回答ꎮ 教师遇到学生回答错误时能够给予肯定

的回复ꎬ循循善诱ꎬ如“ ａｎｙｍｏｒｅ” “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等话

语ꎻ教师遇到学生回答完整合理时ꎬ有合理的反馈ꎬ
如“ｇｒｅａｔ” “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 ｙｏｕ ａｌｌ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ｗａｙ”等话语ꎮ 由此可见ꎬ精读语篇对提升语言素

养ꎬ培养优雅的表达方式都很重要ꎬ这些都可以成

为自己的语言储备ꎬ使学生们在表达时更加准确、
生动ꎮ

第三个层次为整合信息ꎬ形成概念ꎮ 整合信息

并形成概念的过程ꎬ实际上是一个深化理解、提炼

本质、构建知识框架的复杂认知活动ꎮ 我们发现ꎬ
教师通过引导ꎬ帮助学生整合各类信息ꎬ形成更全

面、更准确的概念ꎬ从而加深对 Ｓａｒａｈ 对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热爱的共鸣ꎮ 教师巧妙设计了一个开放式

问题: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ａｒｅ

ｆｒｅｅ. Ｄｏ ｙｏｕ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学生们积极讨论ꎬ课堂氛围由安静转为活跃ꎬ

一些学生概括了第二个层次所体现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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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ꎬ总结了自己的信息ꎬ分享了自己的观点ꎮ
例如:Ｉ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 ｌｏｎｇ ｉｎ ｆｒｅｅ
ｂｕｔ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教师没有第一时间给予反

馈ꎬ而是选择同伴互评的形式询问全班学生“Ｓｏ ｄｏ
ｙｏｕ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ｈｅｒ?” 全班同学立马第一时间回答

Ｙｅｓꎬ课堂参与感更进一步ꎮ 教师在引导学生完成收

集、筛选、分析、综合等环节之后ꎬ
接下来ꎬ教师通过另一个抓住时间关键词的活

动ꎬ对筛选后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ꎬ理解其内在的

逻辑关系和深层含义ꎮ 将这些时间信息综合起来ꎬ
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思维图表概念ꎮ

通过思维导图ꎬ学生整合信息并形成 Ｓａｒａｈ 从

年轻到五年前到现如今对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的感悟ꎬ学
生寻找信息ꎬ积极回答ꎬ形成概念的过程中ꎬ学生运

用了各种思维方法ꎬ如归纳、演绎、类比等ꎮ 这些方

法有助于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ꎬ发现事物之间

的联系和区别ꎬ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ꎬ我
们观察后发现ꎬ学生回答问题正确简洁ꎬ包括:

Ｗｈｅｎ Ｓａｒａｈ ｗａｓ ａ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ꎬ ｓｈ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ꎻ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ꎬ ｓｈｅ ｈｅａｒｄ ａ ｓｏ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ꎬ ｓ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ｓｈｅ ｍｉｓｓｅｄ ｈ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ꎻ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ꎬ ｓｈ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ｆａ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此外ꎬ语篇结尾主要内容如下:
１. Ａｓ ａ ｆａ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ꎬ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Ｓａｒａｈ

ｄｏｎｅ?
２.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Ｇａｒ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３. Ｗｈａｔ Ｓａｒａｈ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ｄｏ ａｓ ａ ｆａ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ꎬ学生在回答完问题后ꎬ

首先能够得到 Ｓａｒａｈ 作为乡村音乐的粉丝ꎬ她具体

做了哪些事情ꎮ 然后ꎬ通过乡村音乐自然而然地引

出著名音乐家 Ｇａｒｔｈꎬ并且介绍他在乡村音乐上所做

出的杰出贡献ꎮ 最后ꎬ学生思考作为一名乡村音乐

的粉丝ꎬＳａｒａｈ 想要做什么ꎮ
(三)阅读后

第五层次聚焦语篇解构与主题映射ꎬ强调语言

符号系统与语义网络的关联性解析ꎮ 依据英语学

习活动观的认知逻辑ꎬ语言习得需置于具象化语境

中展开符号解码ꎬ要求学习者在解构语篇时系统考

察三个维度:一是语言形态特征(如句法结构、衔接

手段)的语用功能ꎻ二是修辞策略(包括明喻、隐喻

等)的语义生成机制ꎻ三是词汇选择的语义增值效

应ꎮ 教学实施应遵循三维联动原则———即通过情

境化认知体验ꎬ引导学习者深度解析语言符号系统

如何建构主题网络ꎮ 具体而言ꎬ需运用语料标注技

术对文本进行分层标注(形态层、语义层、语用层)ꎬ
通过多维数据分析验证语言形式与主题表征的显

性 /隐性关联度ꎬ从而达成形式—功能—意义三位

一体的深度学习目标ꎮ 这就引导学生从表层学习

走向深度学习ꎮ 该教师在阅读中引导学生找出问

题答案后ꎬ针对学生的“ ｌｉｖｅ”错误发音进行纠错ꎬ并
结合这个单词所在句子介绍中文释义ꎬ使学生理解

更加深入ꎮ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该教师的语言学

习活动符合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要求ꎮ
第六层次着力于主题意义升华与跨情境能力

迁移ꎬ对应英语学习活动观中的高阶认知领域ꎮ 依

据安德森认知目标分类理论ꎬ该阶段属于创造维

度ꎬ通过设计迁移创新型任务链ꎬ促使学生实现三

重转化ꎮ 教学实施需遵循三维递进原则———在解

构阶段侧重主题关联度分析ꎬ重构阶段强化认知图

式建立ꎬ应用阶段着重真实情境任务驱动ꎮ 通过课

堂观察发现ꎬ该教师在阅读后让学生分组讨论话题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ꎮ 假如你是 Ｓａｒａｈꎬ试图回答以下四个

问题:
Ｓ１: Ｗｈｏ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ｆｒｏｍ?
Ｓ２: Ｈｏｗ ｄｉ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ｙ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Ｓ３: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Ｓ４: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ｄｏｎｅ ａｓ ａ ｆ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ｔｏ ｂｅ ｈｅｒｅ?
该教师设计的读后讨论活动ꎬ与本单元主题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相关ꎬ本节课题目为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Ｓ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ｅｖｅｒꎬ在学习完课文后ꎬ学
生掌握了乡村音乐的相关概念ꎬ学习了相关的表达

方式如ꎬ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ｆａｍｉｌｙ、ｇｏｏｄ
ｏｌｄ ｄａｙｓ 等ꎮ 教师在课后也让学生讨论关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ｕｓｉｃ 的话题ꎬ这样学生在进行话题讨论时也有话

可说ꎬ本教学环节聚焦高阶认知迁移维度ꎬ着力推

动学生实现知识结构的跨情境转化ꎮ 教师在教学

实施中有效落实了学习活动观的应用实践层要求ꎬ
在信息处理维度ꎬ通过概念图构建和话语重构训

练ꎬ学生信息提取准确率提升ꎬ表达更连贯性ꎮ 教

学活动时间分配上ꎬ迁移创新类任务仅占课堂总时

长 １５％ꎬ以促进学习者实现从结构化输出向创造性

重构的范式转变ꎮ
三、研究启示

高洪德(２０１８)提出的英语学习活动观理论体

系包含三个核心特征:其一ꎬ教学目标系统覆盖语

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四维核心

素养ꎻ其二ꎬ强调以主题为统摄实现课程内容六要

素的有机整合ꎻ其三ꎬ遵循“认知—实践—迁移”的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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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式活动设计原则ꎬ通过 “学习理解—应用实

践—迁移创新”三类层递活动促进知识向真实情境

的转化ꎮ
基于此理论框架ꎬ教师实施教学活动需重点关

注三个维度:首先ꎬ强化语篇解析能力ꎬ通过深度文

本解读精准把握主题内核ꎮ 这要求教师以主题意

义探究为导向ꎬ对语篇进行多维度的解构分析ꎬ确
保教学活动始终围绕核心主题展开ꎮ 其次ꎬ创设情

境化学习场域ꎬ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ꎬ将语言知

识嵌入主题语境中ꎬ设计真实情境任务ꎬ帮助学生

实现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的有效关联ꎮ 最后ꎬ构建

梯度化活动体系ꎬ严格遵循 “基于语篇—深入语

篇—超越语篇”的认知逻辑ꎬ通过递进式的学习理

解类活动(信息获取与概念形成)、应用实践类活动

(分析阐释与整合运用)、迁移创新类活动(批判评

价与问题解决)ꎬ实现学生思维从记忆理解向创造

评价的层级跃升ꎮ 这种三阶活动模型不仅契合外

语习得规律ꎬ更能有效促进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的

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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