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CPCP 模型的
物理课堂教学行为结构分析

———以“大气压强”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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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初中物理“大气压强”为例，基于 CPCP 模型进行课堂教学的行为结构分析，为物理课堂

教学行为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同时也有利于针对性地观摩和评析课堂教学，从而进一步优化课

堂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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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

学生通过物理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

培养与落实需贯穿于物理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主阵地，如何优化课堂

教学结构，分析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行为，是落

实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前提和保证。以往的教

学行为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具体的教的行为，

忽视了相应的学习行为的分析，缺乏对一节课

中整体的教学行为的定量分析。CPCP模型基

于一定的教学逻辑，根据教与学的行为关系对

课堂教学结构和整体教学行为进行解构分析，

为物理课堂教学行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

路，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观摩和评析课堂教学，同

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教学设计，改进教学，切

实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一、CPCP模型介绍

课堂教学行为通常包括教师教的行为和学

生学的行为，教师教的行为即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基于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学智慧、教学知识

与实践技能等在具体教学情境中所表现出的教

学行为方式；学生学的行为即学生在教师教学

行为引导下基于具体学习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学

习行为方式。教师教的行为和学生学的行为两

者相互关联、相互推动、相得益彰，具有目的的

共同性、活动的一致性和行为的对应性。教师的

教学行为通过作用于学生的学习行为来影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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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的成果，学习行为是决定教学是否有效的

最为直接的因素。因此根据教与学的行为关系

成对分析教学行为更有利于了解教学行为的逻

辑性、目的性和有效性。

CPCP模型认为课堂（Class）由教学板块

（Plate）构成，教学板块由教学行为链（Chain）构

成，教学行为链由教学行为对（Pair）链接而成，

课堂教学行为结构由图 1表示。

图 1 课堂教学结构 CPCP模型

1.教学板块。

教学板块是物理课堂教学的构造单元，是

指承载了某一具体教学任务的一系列教学活

动，各个板块之间具有较为清晰的“边界”，既相

对独立又浑然一体。

2.教学行为链。

教学行为链是指为完成一个具体的、最基

本的物理教学任务单位而有机组合在一起的一

连串教学行为对。一个教学行为链可看成一个

课堂教学活动的最小单元。教学行为链一般有

“交流型”和“直现型”，具体类型和特征见表 1。

3.教学行为对。

根据课堂教与学行为关系，教的行为一定

伴随着学的行为，教和学的行为总是同时发生，

成对出现。根据教学行为研究相关文献，表 2给

出具体以教的行为为主的行为对和以学的行为

为主的教学行为对。
表 2 教学行为对

CPCP模型为物理课堂教学结构分析、课堂

教学行为分析与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也为优化物理课堂教学设计开辟了新的方法和

途径。

因此应用 CPCP模型定量分析课堂教学行

为，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课堂教学的整体结构，了

解教与学行为的目的性和有效性。

具体对中学物理学科而言，一节物理课的

组成是有其逻辑的，一般按照教学目标和教学

逻辑进行板块划分，每个教学板块承载了明确

的教学任务；再根据教学板块需要完成的教学

任务，分析得出完成一个个具体的、最基本的

教学任务单位的教学活动，即教学行为链。例

如在学习“大气压强的变化与应用”板块部分

的知识时，可以按照学生的认知情况，将其分

为“大气压的变化”“大气压的应用”和“思考瓶

吐气球”三个教学行为链。然后根据教学行为

链的功能和特征，分析教学行为对，例如“学生

实验探究瓶吞气球”教学行为链属于 C型行为

链，它是由“提出问题—倾听思考”→“动手操

作—观察”→“汇报交流—倾听”→“引导行为—

类别 类型 特征

Ⅰ类

交流型

问题思考型（A 型）
教师驱动—学生个体（或小组）活动—全

班交流—教师概括—学生落实、检测

问题交流型 （B 型）
教师驱动—全班交流—教师概括—学生

落实、检测

自主交流型（C型）

学生个体或小组活动 （阅读、 观看、动

手 ）—全班交流—教师概括—学生落

实、检测

Ⅱ类

直现型

问题直现型（D 型） 教师驱动—教师呈现—学生落实、检测

明示直现型（E 型）

教师明示（板书、讲述）—教师呈现内容

（讲述、文本 展示、板书展示等）—学生

落实、检测

教的行为为主的行为对

讲解陈述—聆听 讲问齐答—听说
提出问题—倾听

思考
布置任务—倾听

活动指导—倾听 评价行为—倾听 引导行为—思考 图画展示—观看

文本展示—观看

阅读

实物展示—观察

思考
板书展示—观看 视频展示—观看

学的行为为主的行为对

作品展示—观察

思考
动手操作—观察 动手书写—观察 汇报交流—倾听

学生提问—倾听 生生争论—思考 独立思考—观察 讨论思考—观察

教学行为对 n

课堂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 n

教学行为链一

教学行为链二

教学行为链 n

教学行为对一

教学行为对二

表 1 教学行为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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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动手操作—观察”等行为对组合而成。

以此把一节课进行有逻辑性的划分，从而能更

好地从宏观和微观上来评析这节课。

二、案例分析

下面以 2018年全国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中

“大气压强”一课的教学为例，运用上述 CPCP

模型对教学行为进行分析。

1.教学板块的分析。

根据教学目标，该课将大气压强分为四个

板块：情景创设、大气压强的存在、大气压强的

测量和大气压强的变化与应用。教学内容是通

过逻辑关系依次递进的“引入—探究—总结—

应用”，四个板块中探究理解大气压强是作为本

节课的重难点，教师约花了 15min让学生多次

进行实验探究，加深对大气压强的理解。可以看

出，整节课的教与学基本是以探究为核心，这也

是本节课的亮点，学生高度参与了教学活动。

2.教学行为链的统计与特征分析。

教学板块与教学行为链统计与分析见表 3

和表 4。
表 3 教学板块与教学行为链统计与分析

由表 3、4可知，该节课共 9个教学行为链，

平均时长 258s，时长全距 1min31s-9min46s。所

以本节课每个教学行为链承载了较多的教学任

务，反映出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时考虑了一定

的难度，并使课堂教学行为多样化，避免单一的

教学形式。

关键性行为链是一节课难点获得突破、重

点得以强化的核心环节，其形式、结构和功能的

发挥决定了一节课的教学成效。本节课有“证明

大气压的存在”和“大气压的应用”两个关键性

行为链，前者为 A型，后者为 B型。说明教师注

意利用问题和任务驱动学生活动，在学生有一

定思考的基础上突破难点和重点。

3.教学行为对的类别、时长和频次。

根据实际的课堂观察，对教学行为对的类

别、时长和频次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5。

由表 5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课堂上以教

为主的教学行为对共 11 种 66 次，总时长

1399s；以学为主的教学行为对共 5种 16次，总

时长949s。在本节课中，出现频次最多的 7种行

为依次是提出问题、评价行为、讲解陈述、讲问

齐答、实物展示、引导行为、独立思考。其中，提

教学行为链类型 A 型 B型 C型 D 型 E 型

数量 3 4 1 0 1

教学行为对 频次 总时长/s 平均时长/s

教的行为

为主的教

学行为对

讲解陈述—聆听 9 283 31.40

讲问齐答—听说 8 200 25.00

提出问题—倾听思考 12 114 9.50

布置任务—倾听 3 48 16.00

活动指导—倾听 1 13 13.00

评价行为—倾听 10 26 2.60

引导行为—思考 6 60 10.00

图画展示—观看 4 14 3.50

视频展示—观看 2 178 89.00

实物展示—观察思考 8 452 56.50

板书展示—观看 3 11 3.70

学的行为

为主的教

学行为对

作品展示—观察思考 2 136 68.00

动手操作—观察 3 340 113.30

汇报交流—倾听 4 53 13.25

独立思考—观察 6 193 32.20

讨论思考—观察 1 200 200.00

小计 82 2321 28.30

表 4 教学行为链数量

教学板块 教学行为链 时长 类型

板块一：情境创设 1.学生实验探究瓶吞气球 3min 32s C

板块二： 大气压的

存在

1.体验大气压的存在 5min 17s B

2.证明大气压的存在 9min 46s A

板块三： 大气压强

的测量

1.思考测量大气压的方法 3min 12s B

2.更换液体后对测量的影响 2min 3s A

3.总结气体压强计算公式 4min 3s E

板块四： 大气压强

的变化与应用

1.大气压的变化 1min 31s B

2.大气压的应用 5min 45s B

3.思考瓶吐气球 3min 33s A

平均时长 258s/个

表 5 教学行为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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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占整节课频次的 16%，评价行为占

12%，说明教师主要是以问题和评价方式来推

动课堂的节奏。教师提出的问题与学习目标有

直接的联系，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达到学习目

标过程。这些问题创设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中

有一个具体、清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学的知

识与解决的问题形成直接关联，这使得学生学

习的目标性更强。本节课教师大多采用课堂问

答的过程性评价，这样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学习

的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同时

也让学生知道教师关注他们的想法，使学生更

加重视教师的评价反馈。

在本节课中按时间排序，耗时最长的 7种

行为对依次是实物展示、动手操作、讲解陈述、

讲问齐答、讨论思考、作品展示、独立思考。其中

实物展示占整节课时长的 19%，动手操作占

15%，说明这节课是一节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操

作的验证性实验课。教师通过操作演示，指导学

生对演示实验的观察分析，可以使学生获得生

动的感性认识，从而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大气压

强的特点。学生通过观察与体验后分组实验，更

能够理解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同时培养学生

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

三、课堂教学行为评价

首先，重视情境创设。让学生从情境中发现

问题，并根据问题情景运用已有的知识制订探究

计划，选择符合情境要求的实验装置进行实验。

能够让学生在活动中真切感受到科学探究过程，

体会科学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的乐趣。

其次，注重实验探究。小组实验探究过程

中，除了在本实验小组内进行分工合作，还让不

同的实验小组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完成同样

的探究任务，让学生体会合作的意义，增强学生

的合作意识。但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相对较少，

例如在测量大气压强板块，教师进行演示实验，

学生观察时，可以多留一点时间让学生思考，从

而得出结论。

再次，注重问题或任务的难度梯度设计。

但本案例教学中问题或者任务的难度总体程

度偏低，应该要结合班级学生的整体情况适当

增加难度。例如在课堂一开始进行探究实验的

时候，学生已经提出设计方案，教师应引导学

生进行改进，尽量避免直接演示操作，这样才

能让学生学会深度思考，而非仅仅停留在问题

的表面；学生提问、生生争论等一些学生进行

深度思考的学习活动偏少。

最后，注重评价行为的激励作用，增加学生

的认同感。但多是以教师评价为主，评价主体缺

乏多元性，并且主要是以口头评价为主。教师应

当适量增加学生评价和自我评价，使评价方式

多元化，促进学生全面而有效的发展。

基于 CPCP模型的课堂教学行为分析可以

使课堂教学结构更加清晰，有利于教师更加全

面地观察课堂、分析课堂、反思课堂，从而进一

步优化课堂教学设计，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促进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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