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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教学过程不是一个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静态过程，而应该是

一个动态的交流互动过程，课堂互动往往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
“学习共同体”（朱倩云，张丽云，2017），因此，良好的课堂互动
不仅可以保证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也有助于促进教师和学生
共同进步和发展。笔者在2020年新西兰南岛一所小学担任汉语教
师志愿者，期间笔者根据自身教学体验以及观摩其他学校发现有
些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上自己掌握着绝大部分话语权，和学生互
动的时间次数非常有限。这不仅忽略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原则，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输出，影响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
不利于形成师生间和谐平等的关系。因此，笔者以新西兰南岛圣
克莱尔小学的一次汉语课为考察对象，分析该教师汉语课堂互动
情况，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圣克莱尔小学汉语课堂互动的
实际情况是什么？是否存在问题？有哪些建议和策略可以促进课
堂互动的有效性？

2  概念界定
“互动”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ead,H.J 提

出的，他认为互动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研
究学者Allwright认为“课堂互动是语言课堂的基本事实，课堂
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生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张林军，
2002），而师生互动是教育学领域的范畴，互动情景设定在教育环
境中，互动对象是教师与学生（武晓馨，2019）。学者詹龙珍（2019）
关于“师生互动”的论文研究中将课堂互动定义为教师与学生以
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行为。因此一节高效的汉语课必然
离不开有效的课堂互动和师生交流，这样不仅利于顺利完成教学
目标，活跃课堂氛围，也会增强师生间信息、情感和思想的交流，
提高学生汉语学习的积极性。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借助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以一节圣克莱尔小学汉

语课堂为考察对象，利用数据统计形式对汉语课堂互动全过程进
行记录分析，并用Excel表格形式将统计结果呈现出来，从中归
纳该汉语教师的课堂互动状况及特点，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改善建议。另外，本文参考的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编码如
下图所示：

表1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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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课堂互动是顺利开展教学环节，完成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汉语输出，促进师生交流的必要条件。
本文借助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通过对新西兰南岛圣克莱尔小学的一次汉语课堂互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后，归纳总结该教师课堂
互动过程中使用情况、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和策略，为今后提高该校汉语教学质量提供一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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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互动基本情况
4.1课堂观察及编码统计
本文以新西兰南岛圣克莱尔小学六年级的一次汉语课堂为观

察对象，教学内容为《你几岁了》，时长约 4 5 分钟。笔者根
据教学录像反复观察，根据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编码的方法步骤，
共纪录898 个编码，整理如下图所示：

表2       互动分析矩阵表

4.2课堂互动行为分析
4.2.1汉语课堂结构分析
根据表2数据可以发现，该教师话语总时长为24分钟6秒，

占比53.67%；而学生话语总时长为13分钟7秒，占比29.96%；
无声沉默及课堂混乱的时间为7分钟21秒，占比16.37%。因此
可以明显看出该汉语课中教师话语量是最多的，其次是学生话语
量，最后无声或混乱，但教师话语量几乎是学生话语量的两
倍。同时，也可以从该矩阵表中发现5-5 出现频次最多，共有
184 次，这说明在所有的教师言语行为中，以“教授”语言为
主，教师讲课所占时间较多。另外，从表2也可以发现5-9（教
师讲授后学生主动说话）和9-9（学生连续发表观点）出现的
频次也较高，分别是108 次和95 次，这也说充分明该课堂并不
是完全沉闷严肃型，教师在讲授之后学生还是有意愿想要表达自
己的观点以及回答问题，与教师互动交流。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该汉语课堂尽管仍然是
以教师为主导的，但学生也对汉语课表现出兴趣和积极性，学生
主动发言回答问题，与教师也形成一个良好的师生互动环境。

4.2.2汉语教师教学风格分析
通过分析教师言语对学生的影响因素可以判断出该教师的教

学风格，而教师在汉语课堂上对学生的影响有两种：直接影响和
间接影响，将两者比值与1进行比较，若大于1，则说明教师的直
接影响较高，更愿意直接管控学生，相反，小于1则是教师的间
接影响较大。根据表2数据，编码1至4列为间接影响，共计157
次，编码5至7列为直接影响，共计325次，二者的比值为0.48，
远远小于1，这说明该教师主要的教学风格是间接影响学生，以赞
扬、鼓励和考虑接纳学生的感受为主，不会直接管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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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教师对学生的影响进一步从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来
分析，表2矩阵中1至3列是教师对学生的鼓励表扬，这些可以
看作是积极反馈，而6 至7 列是教师以命令形式对学生的反馈，
可以看作是消极反馈。将二者的比值与1比较，若大于1说明该
教师以积极反馈为主，反之则是消极反馈。进行统计后，积极反
馈共92次，消极反馈共86次，二者比值为1.07，明显大于1，这
说明该教师对学生采取积极反馈的方式，更愿意鼓励和表扬学生。

综合以上分析，该教师的汉语课堂在授和提问学生的前提
下，更倾向于以表扬鼓励的方式与学生交流，注重学生的个人感
受，帮助其建立汉语表达的自信心，同时也会适时利用命令维护
教师权威管控课堂纪律。

4.2.3汉语课堂师生问答互动分析
课堂提问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提问教师可以让学

生参与交流，还能通过提问促使学生调整自己的语言，使其更
具有可理解性（Richards,Lockhart，1996）。根据表1的教师提
问，4a为展示性问题即答案唯一，4b为参考性问题即答案不唯一，
它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利用所学知识完成交际的能力，也更符
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俞菁,王芳，2017）。数据结果显示，该
教师的展示性问题频次为64，参考性问题为54，展示性问题远远
高于参考性问题，笔者在课堂观察中也发现该教师常常提问一些
英汉互译的简单问题。在关于“学生主动说话”和“学生被动说
话”中，主动说话可以理解为学生主动回答问题以及与小组同学
参与讨论，频次为259；被动说话是在教师的驱动和命令下不情愿
回答问题频次为10。因此可以看出教师提问后，学生有很大的兴
趣和积极性主动参与课堂提问。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第一，该汉语课堂仍然以教师为主导，但会注意学生的语

言输出，学生有一些机会展示自己的言语表达，教学风格偏向表
扬和鼓励式形式，但也会根据学生表现和课堂纪律树立教师威信，
把控课堂节奏，同时也会对学生做出更多积极反馈，注重学生感
受，树立其自信心，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第二，该汉语课堂气氛活跃，师生之间的互动较多。尽管
教师的话语量居多，但是学生的展示机会也很多，形成“教授-提
问-主动回答”的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师生间形成一种和
谐平等的关系。学生踊跃发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在该课堂也

比较多，教师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赢得学生的喜欢和信
任，因而学生非常喜欢在汉语课与教师交流。

5.2反思与建议
第一，尽量平衡师生话语时间，构建师生和谐对话模式。

对外汉语教学原则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到“以学生为中心，
发挥学生主动性”，因此一节优秀的对外汉语课堂是建立在师生双
方平等的话语地位上，不论在哪个教学环节，教师都应该不断提
示自己多给学生发言机会，考虑学生感受，提高其创造性，使学
生真正参与到课堂。

第二，改善课堂提问方式，增加参与性课堂提问次数。教
师应该勤于思考如何提问会提高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锻炼学生
的汉语思维能力。过多的展示性问题不利于学生的汉语语言表达，
例如：在此次教学观摩中将“这是几岁”换成“请说说你的小组
同学们的年龄”，这样会更有实际交际意义，也可形成生生对话模
式开展练习。

第三，教师提出问题后，可以适当延长等待学生回答的时
间，不要急于纠正和反馈，这更有利于引发学生思考，教师也可
以多增加提示，让学生有可以获得成就感的机会。

综合全文关于课堂互动的个案调查研究，笔者希望在今后的
对外汉语教学中，特别针对是赴任新西兰南岛中小学的对外汉语
新手教师们，可以通过本文对汉语课堂互动实际情况有所了解，
以便更好的开展互动式教学，高效完成汉语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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