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英语教师课堂话语分析视角下
的观课与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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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中培训主评教师，组织教师观看公开课录像，主评教师按预设的表格
从不同视角观察记录数据，就课前培训、观察视角与记录、结果分析、反思与改进等四个
方面研讨公开课教师的课堂话语，提出改进建议，提高教师听课、评课和上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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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评课是技术含量极高的一门技术，教师在观课、评课之前需要专门培训（沈
毅、崔允誋，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号下午，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小学英语教师共１８０
人集中观看了一节公开课录像，内容为《牛津小学英语》（译林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Ａｔ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Ａ部分语篇教学。观看公开课录像课前主持人指导课堂观察方法，分
配任务，从话题、提问、语言解释、反馈、协商和交往互动六个方面观察公开课，课后六位
主评教师从课堂话语分析视角进行评课，发表各自的观点。本文记录了六位主评教师
的观课、评课过程。

　 　 一、话题

１． 主评教师培训
话题是课堂活动的主题、语言交际的基础，包括情境的创设、问题的引入、语言难点

的解释、教师的指令语等。基于话题下的讨论能促进师生交往、构建讨论的框架、增进
学生的参与度、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
２． 观察视角与记录
教师可根据以下三个视角来观课，确定所选话题是否有效：（１）宏观的总话题与微

观的分话题连贯一致；（２）与教学目标相关，能促进师生和生生间的交流反馈；（３）话题
内容的选择能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促进语言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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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话题观察视角与记录
话题的联贯性 与教学目标的相关度 交际目的

主话题１：Ａｔ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ｐａｒｔ Ａ）
分话题１：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ｒｔ Ａ。
分话题２：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分话题３：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
分话题４：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分话题５：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以旧带新，引出主题，为语篇
教学作铺垫。
通过图片线索，学生预测文本
信息。
学生持疑问思考文本内容，形
成阅读期待。
以开放性的问题来理清文本
思路。
反馈学生理解、概括文本大意
能力。
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适当拓
展文本内容。

复习Ｉ ｃａｎ…． Ｃａｎ ｙｏｕ…？句
型，教学ｓｉｎｇ，ｄａｎｃｅ。
引导学生尝试用英语上一堂
音乐课。
用问题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让学
生整体理解文本内容。
回忆与任务相关信息，理解词
汇在文中的含义。
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学生用英
语思维的能力。
用英语上音乐课，角色表演，
培养用英语做事能力。

３． 结果分析
从表１看，本课在主话题下设计了五个分话题，层层推进达到本课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的亮点。
（１）在Ｐｒｅ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分话题１）了解学生的姓名，导入与本课教学相关的英语歌

曲“Ｈｉ，Ｎａｎｃｙ”；（分话题２）在唱完歌曲之后，过渡到“ｓｏ Ｉ ｃａｎ ｓｉｎｇ．”抛出问题“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ｉｎｇ？”谈论并学习“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ｉｎｇ ／ ｄａｎｃｅ？”“Ｙｅｓ，Ｉ ｃａｎ ／ Ｎｏ，Ｉ ｃａｎ’ｔ．”解决文本中的语
言障碍。

（２）在Ｗｈｉｌｅ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分话题３）“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介绍课文背景知识，提问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ｙ？”“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ｙ？”“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逐一解答；（分话题４）“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总结Ｍｒ Ｇｒｅｅｎ教唱歌曲的三个步骤，很好地理清了文本思路。

（３）在Ｐｏｓｔ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分话题５）“Ｈｏｗ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综合输
出，拓展运用全文所学语言知识。
４． 反思与改进
综观话题设计和语料分析，以下两个方面有待于反思改进：
（１）在Ｗｈｉｌｅ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的分话题３“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通过图片介绍课文背景知

识，话题显得太笼统，可以重建为“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ｒｏｏｍ．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 ｔｈｅｒｅ？”训练学生应用ｃａｎ句型，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２）在Ｐｏｓｔ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所呈现的话题比较单一，让学生模拟音乐课的场景表演，可
设计更多样的话题进行讨论，如：“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ｙｏｕ ｄｏ ａｔ ａ ／ ａｎ ＰＥ ／ Ｍａｔｈ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ｒｔ ｌｅｓ
ｓｏｎ？”或“Ｈｏｗ ｃａｎ ｙｏｕ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ａｔ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ｓｓｏｎ？”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语
言表达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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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问

１． 主评教师培训
提问是课堂话语中最常用的谈话方式，设置情境引发学生思考，检查学生在交往互

动中的学习状态，设置平台让学生表达观点。提问类型根据问题的形式、内容、目的可
分为单个答案问题和多个答案问题。多个答案问题能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并用目标语
表达所思考的内容，促进课堂交互活动。
２． 观察视角与记录
教师可根据以下表格中的两个视角来确定提问是否有效：（１）单个答案问题也称展

示性问题，通过提问让学生展示所学知识，检验学生是否理解所学知识；（２）多个答案问
题也称参照性问题，是教师不知道答案的真实性问题（Ｌｏｎｇ，１９８３），通过提问让学生向
教师传递信息，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答案。

表２：提问观察视角与记录
单个答案问题 多个答案问题

（１）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２）Ｃａｎ ｙｏｕ ｄａｎｃｅ？
（３）Ｄｏ ｔｈｅｙ ｓｐｅａ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５）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

（１）Ｗｈｏ 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２）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３）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４）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５）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３． 结果分析
从表２看，读前、读中、读后三个环节都设计了问题，给课堂教学带来了不同的效

果。
（１）在Ｐｒｅ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两个单个答案问题“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Ｃａｎ ｙｏｕ

ｄａｎｃｅ？”直接引导学生感知本文重点知识，配合歌唱和舞蹈，再提出四个单个答案问题
和六个多个答案问题，以旧带新，引出主题，为语篇教学作铺垫。

（２）在Ｗｈｉｌｅ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六个单个答案问题和七个多个答案问题，启发学生获得
新知识，充分体现了教师的课堂预设和教学机智。通过设疑“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ｄｏ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学生带着疑问思考文本内容，并用“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提问，让学生形成
阅读期待，学生回答后教师的追问也具有启发性。

（３）Ｐｏｓｔ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的问题“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ｙ ／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捉漏
补缺、巩固知识、强化要点、总结提升的作用，消除了学生听课后疲乏心理。
４． 反思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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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提问设计和分析，有些问题未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引发学生的话语输出，例
如：

（１）在Ｐｒｅ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问到：“Ｗｈｏ 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本是推进课堂教学的多
个答案问题，由于教师没能留给学生充分的准备、发言的时间，就立刻提问“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ｂｏｙ ｉ…？”“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ｙ？”自问自答剥夺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机会
（程晓堂，２００９）。教师可让学生思考或讨论，让学生充分参与，为话语输出提供语言支
持。

（２）在Ｐｏｓｔ － ｒｅａｄｉｎｇ中，两个单个答案问题“Ｃａｎ ｙｏｕ…？”“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很难让学生有感而发。在此应适度拓展设计这样一个问题“Ｗ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ｓ
ｓｏｎ．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ｄｓ？”既联系生活实际又巩固新知。

　 　 三、语言解释

１． 主评教师培训
语言解释分为简单化解释和详细化解释，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创设一定的语境，通

过对语言形式、意义的解释，让学生体味语言的深层含义，提高理解能力。教师常在三
种情况下使用：（１）呈现新语言知识时，教师需要运用解释帮助学生理解新的语言现象；
（２）当学生对教师的指令语产生疑惑或学生对语言点的理解有难度时，教师需要采用追
加解释使语言更浅显易懂；（３）在反馈中教师分析语言难点时，学生碰到无法理解的语
言形式或内容时。
２． 观察视角与记录
教师可根据以下表格中的两个视角来观察，记录上课教师用何种方式解释疑难语

言：（１）简单化解释用简单的语言表述复杂的语言内容，语言简化，讲解简洁明了，学生
容易理解，但输入量不够，学生不容易记住信息；（２）详细化解释也称举例说明解释，能
增加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学生知识学得扎实，能引导学生参与语言活动。

表３：语言解释观察视角与记录
简单化解释 详细化解释

（１）ｓｉｎｇ，ｄａｎｃｅ直观形象的解释。Ａ ｍｕｓｉｃ ｒｏｏｍ
ｉｓ ａ ｒｏｏｍ．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２）“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ｍｅａｎｓ Ｉ ｒｅａｄ，ｙｏｕ ｒｅａｄ．
（３）指令语ｌｉｓｔｅｎ一词未能让学生形象地理解，
只是标注了一下中文。
（４）Ｈｅｒ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ｔ ｓｉｎｇ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ｓｏ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２）Ｔｈｅｙ ｂｏｙｓ ｃａｎ 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ｉｒｌｓ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ｔ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３）Ｉｆ ｗｅ ｃａｎ’ｔ 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ｌｅ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Ｉｔ’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ｏ ｏｌ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３．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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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看，上课教师主要采用了下列方法进行语言解释。
（１）简单化解释。教师利用自身优势，用优美的歌声、柔美的舞姿对动作类词汇

ｓｉｎｇ，ｄａｎｃｅ进行解释。同时用图片和语言“Ａ ｍｕｓｉｃ ｒｏｏｍ ｉｓ ａ ｒｏｏｍ．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解释ａ ｍｕｓｉｃ ｒｏｏｍ。采用动作、图片等手段帮助学生形象、直观地理解新的
语言知识。

（２）详细化解释。教师用下列三种方式进行了详细化解释。①以旧带新，迁移解
释：在解释新知ｌｅａｒｎ时，用“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ｔ ｓｉｎｇ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ｓｏ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迁移解释；②示范演练，归纳解释：在呈现
主题时，用“Ｔｈｅｙ ｂｏｙｓ ｃａｎ 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ｉｒｌｓ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ｔ ａ Ｍｕ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归纳解
释；③巩固延伸，拓展解释：在归纳ｌｅａｒｎ一词用法时，用“Ｉｆ ｗｅ ｃａｎ’ｔ 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ｌｅ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Ｉｔ’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ｏｏ ｏｌ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拓展解释。
４． 反思与改进
综观语言解释记录可知，有效的语言解释不是单向过程，下面四方面值得反思改

进：
（１）在解释动词ｌｉｓｔｅｎ时，只关注了本单词的音、形，“义”的解释只是标注了中文，

简单化操作不利于学生养成英语思维习惯。“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是指令性语言，教
师可动作示范，让学生静听下面的对话，感知、体验听的过程，准确理解ｌｉｓｔｅｎ。

（２）在解释名词ｓｏｎｇ时，教师仅标注了中文，这里还要归纳解释：‘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ｉｓ
ａ ｓｏｎｇ．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ｉｓ ａ ｓｏｎｇ，ｔｏｏ． Ｔｈｅｙ’ｒｅ ｓｏｎｇｓ．

（３）在理解文本内容时，提出问题“Ｈｏｗ ｄｏ ｔｈｅｙ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教师自问自答，没给
学生留白。不妨让学生思考后教师再解释。

（４）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参与语言解释活动，促进语言解释成功。可采用下列提问：
Ｃａｎ ｙｏｕ ｇｕｅｓｓ？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ｅａｎ？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ａｙ ｓ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ｉｔ？

恰当的话题、提问和解释有助于学生对语言的识记、理解和应用，有助于形成对语
言学习的初级认识，学生语言学得扎实（洛林·安德森，２００９）。

　 　 四、反馈

１． 主评教师培训
反馈是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恰如其分地评判，即赞扬或指出错误。教师的赞扬

能指导学生完成任务、增强学习动机、参与语言活动、积极思维、产生协商，提高师生互
动语言质量；反馈评价也可帮助纠正错误，但纠正错误使学生处于自卫状态，进而使学
生避免使用复杂结构并将注意力放在形式而不是意义上，不利于语言习得（Ｋｒａｓｈｅｎ，
１９８１）。特别是在语言的初学阶段，教师应尽量避免纠正学生的错误，这样做有助于改
进学生的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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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观察视角与记录
教师可根据以下表格中的三个视角来观察，记录师生互动中教师在反馈中的作用：

（１）在学生活动展示后，教师对学生的活动及时回应，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２）学生
对教师的反馈回应，修补话语、提高目的语；（３）教师抓住有效的生成资源进行分析与解
释、归纳与提炼，创造性运用语言。

表４：反馈观察视角与记录
教师对学生的反馈评价 学生对教师反馈的反映 教师对语言的概括、提炼

（１）学生讲了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ｎｇ． 后，教师讲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
Ｗｈｏ ｉｓ ｍｅ？
（２）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
ｔｕｒｅ？
（３）Ｗｅ ｃａｎ’ｔ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４）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５）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 ｐｉａｎｏ．

Ｙｅｓ．

Ｓｉｎｇ ｓ ｓｏｎｇ．
Ｓｅｖｅｎ．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Ｙｅｓ，ａ ｐｉａｎｏ．

Ｎ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没有回应）

Ｎｏ．（仅否定学生的回答）
（很惊讶）ｓｅｖｅｎ？Ｉｔ’ｓ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３． 结果分析
从表４看，教师主要采用了积极反馈评价，具体体现以两个方面：
（１）在追问中形成有效反馈。在学词组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时，追问“Ｗｈｏ ｉｓ ｍｅ？”学生回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追问用得恰到好处，教师概括“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２）在协商中增强反馈的趣味性。布置作业时，教师话语与学生产生了协商：Ｔ：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Ｓ：ｓｅｖｅｎ． Ｔ：（很惊讶）ｓｅｖｅｎ？Ｉｔ’ｓ ｔｏｏ ｍａｎｙ． 学生在教师
的激励下很开心，觉得学习英语是轻松、快乐的事。
４． 反思与改进
综观反馈观察视角与记录，以下三个方面还值得商榷：
（１）简单接受且无反馈现象。在复习导入部分，教师简单接受学生的回答，用展示

性问题一问一答式交流，未能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回应。如在教学授单词ｆｉｒｓｔ和ｌｅａｒｎ
后，出现下列交际：Ｔ：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Ｙｅｓ． 教师未教学歌曲而让学生读对话，
末与前面的话语衔接，属于无针对性反馈评价。

（２）重复而缺乏生成。教师提问“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学生回答“Ａ ｐｉ
ａｎｏ．”教师反馈“Ｙｅｓ，ａ ｐｉａｎｏ．”在重复学生的语言时可生成新的语言：Ｔ：Ｙｅｓ，ｉｔ’ｓ ａ
ｎｉｃｅ ｐｉａｎｏ． Ｃａｎ ｙｏｕ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ｐｉａｎｏ？Ｓ：Ｙｅｓ，Ｉ ｃａｎ．

（３）否定而缺乏暗示。教师组织学生归纳音乐课的步骤，一位学生回答第一步是
“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教师即刻回答“Ｎｏ．”无疑对学生有一定的伤害。不妨给予暗示“Ｉｓ 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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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对学生的回答不是简单否定，让学生自己感悟并帮助学生归纳提炼出学习英语歌
曲的步骤。

　 　 五、协商

１． 主评教师培训
协商是教师与学生在理解彼此话语出现困难时的话语修正和信息重建，即语言交

互过程中出现意义中断时，对话的一方通过表示自己没有理解，要求对方意识到自己的
语言问题，从而引发对方更正错误（刘学惠、钱薇薇，２００７）。协商过程是互动调整的过
程，通过修正调整，形成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让对方理解，也可通过追问、话轮转换等方
式让双方的会话更深入。
２． 观察视角与记录
教师可根据以下表格中的三个视角来观察，确定师生间活动用何种方式产生协商：

（１）课堂活动中当教师询问学生是否听懂了自己所说的话，可用“Ｄｏ ｙｏ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ｅ？”来进行理解核实；（２）当教师核实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学生的意思，可用“Ｓ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ｓｍｏｋｅ ｈｅｒｅ．”来进行确定核实；（３）当教师要求学生提供更多信息让
自己理解，可用“Ｐａｒｄｏｎ？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ｂｙ ｔｈａｔ？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ｓａｙ ｉｔ ａｇａｉｎ？”来进行澄清请
求。

表５：协商观察视角与记录
理解核实 确定核实 澄清请求

Ｔ：Ｙｏｕ ａｒｅ ａ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Ｎ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没有回应）．
Ｔ：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ｓａｙ ｔｏ ｍｅ？
Ｓ：Ｔｈａｔ’ｓ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ｈ，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ａｙ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Ｔ：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Ｓ：Ｎ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Ｓ：Ｎ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ｙｅｓ ｏｒ ｎｏ？
Ｓ：Ｙｅｓ．

有时从教师的神情
可以看出，但没有用
语言表达。

３． 结果分析
从表５看，教师借班上课，师生熟悉度不够，协商显得尤为重要，以下三方面体现协

商：
（１）在评论中产生理解核实。在巩固环节，学生表演完课文内容后，用花作为奖励，

当组长接过花后，教师赞扬“Ｙｏｕ ａｒｅ ａ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学生无反应，教师及时与其互动
“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ｓａｙ ｔｏ ｍｅ？”学生受到启发，马上回答“Ｔｈａｔ’ｓ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教师对语言进
行修正：Ｏｈ，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ａｙ‘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理解核实使师生关系特别和谐、放松。

（２）在提问中使用确定核实。为使交际顺利进行，教师问了两个问题：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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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ｏｎｇ？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学生都没有反应，教师及时调整交际策略提问：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 ‘Ｗｅ ｃａｎ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ｙｅｓ ｏｒ ｎｏ？确定核实促进师生语言交际。

（３）在评价中产生协商。教师在每个环节都注重评价，如：Ｙｏｕ ａｒｅ ｇｏｏｄ！Ｉｓ ｈｅ ／ ｓｈｅ
ｇｏｏｄ？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ｇｏｏ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评价有利于协商的产生。
４． 反思与改进
综观协商记录，教师采用的理解核实和确定核实较多，澄清请求较少，以下表现值

得反思改进：
（１）课堂交流出现困难时，教师大多采用确定核实继续师生间的交流，这样学生有

更多机会进行协商，可当教师师听不懂或学生表达不清时，也可用澄清请求方式来与学
生协商，学生非但不会失去说英语的信心，反而会促进学生把英语说得更好。

（２）虽然可通过重复让学生理解教师的语言，但也不能无原则地过多重复，如教师
多次重复“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不妨放慢语速、创设对话情境帮助学生理解。

（３）受课型的限制，协商的作用尚未完全体现，教师如能开展小组过程性评价，激发
小组之间的竞争与交流将能产生更好的协商效果。

反馈、协商是沟通师生、生生有效对话的桥梁，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也是培养学生产
生高级认识的必要语言手段。

　 　 六、交往互动

１． 主评教师培训
课堂教学是师生为实现教学目标围绕教学内容共同参与的活动，以对话、沟通、合

作产生交互影响，以动态生成推进课堂教学。交往互动分为全班活动、个师活动、结对
活动和小组活动四种方式。全班活动就是教师与全班学生群体的交互作用；个师活动
就是教师和学生个体的活动；结对活动就是学生间的两两活动；小组活动就是学生间三
人以上的活动。
２． 观察视角与记录
结对活动和小组活动更能体现课堂的互动生成，教师可用以下表格中的两个视角

来记录交往互动：（１）为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创设模拟情境，把知识放到情境中加以训
练，采用结对活动进行模拟交际；（２）为学生创设一个较真实的生活情境，检验学生掌握
知识程度，用所学语言表达，采用小组活动进行生活化的语言学习。

表６：交往互动观察视角与记录
结对活动 小组活动

全班师生活动１２次，个师活动也不少，但
结对活动不多。

全班共４８名学生，分成８个小组。呈现阶段小组朗读
词汇和句型，巩固阶段以小组表演上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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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分析
从表６看，以下三方面体现了课堂互动有效性。
（１）全班活动，激活思维。本堂课的导入很新颖，教师用歌曲、舞蹈引导学生全员参

与，促进师生间情感和肢体语言互动交流，读前活动让学生很快地融入到英语氛围中，
激活学生用英语思维。

（２）个师活动，启迪思维。学生储备了与本课相关的知识，教师帮助学生建构新知
识，使用启发性语言处理文本图片信息，开放性的提问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空间。

（３）小组活动，拓展语用。在呈现语言结构操练重点词汇和句型时、在语言拓展运
用阶段组织音乐课时，均采用小组活动加以反馈，促进组间学生交流，拓展展示语言运
用。
４． 反思与改进
综观交往互动记录分析，学生交往互动的主体性、主动性不强，以下三方面值得商

讨：
（１）结对活动应增加。在呈现句型“Ｃａｎ ｙｏｕ…？”“Ｙｅｓ，Ｉ ｃａｎ． ／ Ｎｏ，Ｉ ｃａｎ’ｔ．”时，可

创设情境让小组内的学生两两交流，操练句型，让更多学生参与语言活动，培养其自信
心。

（２）小组活动生成有待于加强。最后的环节局限在音乐课，限制的语言限制了学生
的思维空间。可创设开放性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学当理想的其它学科老师，培养其用语
言交际的能力。

（３）交往互动后的评价应丰富。采用师生间个体活动较多，结对、小组活动太少，且
活动后的评价不够丰富，如在听读文本第二部分时教师可重心下移，让学生在小组内通
过同伴互助，讨论出“Ｈｏｗ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 ｓｏｎｇ？”这一主题，活动后再给予恰当的评价。

在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中，教师对语言活动进行恰如其分地评价，让学生形成语言
思辨能力；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在于教师对语言知识针对性地分析；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有助于学生形成对语言学习的高级认识，学生的语言思维最终发生变化（洛林·安德
森，２００９）。
　 　 总结与思考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育部，２０１１）提倡教学不再是教师教学生学的单边教育，而是
师生互动共同发展的模式，因此教师话语在课堂中的表现尤为重要。本堂课教师设计
了丰富的语言活动，用高质量的话语引领课堂教学有层次地向前推进，学生饶有兴趣地
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课堂中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原则，教师应尽量少讲、精讲，学生
应多讲、多练；在反馈交流中即时评价学生的活动，分析语言知识，师生共同归纳、总结
主干知识；追加提问与学生产生协商，给学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机会，增加学生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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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认识，这样的课才会更精彩！为了从整体上观察评价一堂英语课，除从上述六个话语
分析视角观察小学英语课堂，课堂中还应关注教学设计和教师素养。为了便于教师课
堂观察评价，笔者附上“基于教师话语分析的小学英语课堂观察量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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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ｐｕｔ ［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ｕｎａｎ，Ｄ． １９９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 Ｅｎｇｌｅ

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Ｉｎｃ．
刘学惠、钱薇薇． ２００７． 协商互动与即时输出：课堂语言学习探微［Ｊ］．外语与外语

教学．（１１）：２５ － ２８
沈毅、崔允誋． ２００８． 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Ｍ］． 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
洛林·安德森（美国）． ２００９．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程晓堂． ２００９． 英语教师课堂话语分析［Ｍ］．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７．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牛津小学英语５Ａ［Ｔ］．南京：

译林出版社
教育部． ２０１２．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注：①本文课例选自钱希洁老师在２０１１年９月江苏省第七届“蓝天杯”小学英语会
课活动录像，该录像可以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教育网教学研究资源栏目上（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ｂｅｄｕ． ｎｅｔ ／ ｚｙ ／ ｄｅｔａｉｌ ／ ５ ／ １４９． ｈｔｍｌ）在线观摩或下载。

②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普教重点资助课题（Ｂ － ａ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００４）“基于教师话语分析的中小学英语课堂观察实证研究”的部分成果。

③本文课例内容为授课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录，其中的一些语言问题，如时态错误、
用词不当、主谓不一致等，均未作改动。

④本文作者声明：未经本人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外语教学编辑部书面同意，任何
媒体不得转载或摘编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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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话语分析的小学英语课堂观察量表

注：本观察量表不打总分，意在观察分析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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