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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以学习为主的课堂观察
邓联煌

湖南省武冈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湖南　武冈　422400

摘　要：课堂观察，有利于教师学习优质的教学经验，充分地了解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增进课堂的多变性、趣

味性，优化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课堂观察就是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的集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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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听课中，我们往往侧重于教师的仪态仪表、怎

么设计教案、怎么导入新课、怎么运用教学手段、怎么突破

重点难点等，却常常忽略了课程教学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学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给教师

的教学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做出新的挑战，所以教师要适

应教学的发展，有效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必须时刻关注

课程改革的动态，努力地学习新的教学方法，积累丰富的教

学经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深入地了解学生，改善学生

的课堂学习行为，认真地研究课堂教学策略，采取相应的教

学措施，优化课堂教学。

一、什么是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在概念上有两种比较传统的理解：一是以教师

为主来观察学生获得反馈信息来改进教学方式的行为；二是

则将其简单理解为去听课或者是去看别人上课。从第三者的

视角来理解课堂观察，关于课堂观察的不同理解之前并不互

相孤立的，他们都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然而事实上，在具体很多研究活动中，不同的方式方法会互

相借鉴和融合。课堂观察作为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理

论性、选择性、目的性、系统性和情景性等相关特征。近年

来，研究者更倾向于将研究的定量与研究定性的相结合的方

法，国内在此处研究也颇丰，并有具体的方法分类：按资料

属性及其收集方式细分为定量和定性观察；按照观察者和被

观察者的课堂关系分为自我和他人的观察和按观察主体的不

同将其分为团队、个体和自我间的观察。对课堂事件进行主

观详细的描述和具体的细分，更加全面客观地展示课堂的全

貌，以便研究分析的发展。

二、如何开展课堂观察

1. 课堂观察准备：以学为中心制定观察量表

“我们看到了什么，常常由我们想看到什么或准备看到什

么所决定。”课堂观察的视角比较多，基于深入了解学生学习

活动状态的观察初衷，可以从学习准备、教学倾听、师生互

动和学习达成四个观察维度设计观察量表。基于具体的学习

内容，在每一维度分别设计若干观察点。

2. 课堂观察过程：聚力关注学习的细节

了解学生的默会认知，确立研究的起点。教学应基于学

生思维生长与提炼的原初状态来展开，因此，课堂观察也应

关注、记录学生原初的思维水平。例如“成语”主题的实践

活动中，通过调查发现，初中生的成语积累与认知呈现出较

大的差异。教学时让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在思维碰撞中完

善、提升学生对成语的认识，培养学生自主热情的学习态度。

在此过程中，观察者可以记录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其具体的学

习表现，为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记录学习的真实节奏，推动观察的进程。课堂教学是变

化发展的，观察者不仅要了解教师的教学环节，还应洞察学

生在每一环节的思维态势，记录教师的教学环节、学生的学

习表现及学生的思维状态。了解学生的思维水平，认真对待

他们的所知所想，做出教学决策。

访谈学生的学习结果，分析课堂教学效果。课堂观察记

录具有审视作用。例如，在成语实践活动的达成阶段，教师

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访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观察者使

用观察记录中的数据与信息来分析每个学生的学习效果，帮

助学生合理规划学习进程，鼓励学生继续探究，不断挑战，

让课堂学习不断延伸、拓展，从而改进课堂教学。

3. 课堂观察反思：竭力追寻学习的意义

课堂观察记录应较为客观地呈现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

思维状态，从而为改进教学和深度学习提供重要的参考。依

据课堂观察记录展开反思，有助于彰显学习的真正意义。

学习是对学生的邀约。真正参与学习活动的学生会产生

被邀约的感受。例如：在“成语与数字”教学环节结课后，

有一个学生跑到教师面前：老师，上课时我没说到，我来补

充……体现了学生在本次学习活动中的愉悦感受和对学习的

接纳。教师应对所有的学生充满期待，让学生享受学习的盛

情邀约。

学习是将学生与知识相连。学习活动连接着知识与学生

的生活经验、学习体验，引领着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是学

习活动的主体，是课堂教学的中心，课堂观察的起点与归宿

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学生的学习活动是潜隐的，

而学生的思维状态是衡量学习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当

课堂教学真正实现从教到学的转变，当课堂观察聚焦学生的

思维态势，学生的学习活动才可能被观察、分析，进而改进

教学。

学习是再实践的开始。“学为中心”是课堂观察的主题，

课堂中学生学习的状态为教学实践反思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

料，能够帮助教师审视教学过程，检查、评价学生的学习过

程，精准发现学习中的问题。每一个学习的相关场景，都可以

生发出基于师生自身教育理解的诸多学习假设，并作为再实践

的开始，真正实现课堂观察教学相长、学为中心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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