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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observation is one of the classic and effective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a time perspective. 
From the definition, nature, characteristics, types,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of classroom obser-
vation,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and summa-
rizes the limitations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pro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ll the scho-
lars. Thi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better pro-
motion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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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观察是教育研究中经典有效的方法之一。选择时间角度对国内外的课堂观察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

从课堂观察的定义、性质、特点、类型、方法等方面融合各位学者的观点对我国的课堂观察研究进行了

简要总结，归纳出课堂观察尚存在的局限性并结合各位学者的观点进行展望。这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课

堂观察，从而更好促进课堂观察在我国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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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论自然科学研究亦或社会科学研究，观察法都被认为是一种经典方法。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质是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归纳出一般原理，通过演绎最终落脚点仍回归于观察。

近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始于观察且止于观察，“无论何时何地开始

对何机构之研究，细致与长久的个体观察必不可缺失……研究者通过此种观察可获取众多材料，以此来

明晰自身思想”[1]。 
裴娣娜教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将教育研究中的观察法归类于科学观察，指出教育观察要区别

于日常观察，并指出教育观察的基本特点应包含目的性、客观性、能动性[2]。教育真实发生的地方首当

其选在课堂，有效的课堂观察不仅可为课堂研究、教学研究提供确凿且及时的资料，而且也是其最真实

有效的出发点。 

2. 课堂观察在国外的发展 

国外在教育研究领域应用课堂观察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课堂观察作为一种方法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观察研究方法

就已经开始在其他领域进行广泛的应用。如自然科学实验中的观察、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中行为分解与

观察等等。其中也存在着将观察研究法应用于对教育的观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观察方法已经

开始逐渐出现于对课堂观察的文献之中，课堂观察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3]。 
第二阶段：课程观察的方法与工具逐渐涌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研究者们

受到其他学科系统化、定量化、结构化的影响后，也逐渐开始不断探索系统的观察记录体系，构建繁多

的观察工具来进行课堂观察研究实践之中。其中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心

理学家贝尔斯(R.F.Bales)开发的“交互作用分析”的十二类编码的行为，开发出人际互动的十二类行为编

码，以此作为课堂中小组讨论的人际互动过程的研究框架。美国课堂研究专家弗兰德斯(N.A.Flanders)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互动分析分类体系，即运用一整套编码体系来记录师生课堂中的互动并分析师生

课堂行为，从而进行规范校正。这标志着现代意义的课堂观察的真正开始。得益于不断改善的教育研究

方法与迅猛发展的媒体技术，课堂观察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也随之快速发展[4]。 
第三阶段：课堂观察的技术、方法不断提升完善，进入扩展研究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

来，对教学过程的观察不论是从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发展，从而使得课堂观察的应用更为普及。但随

着现实问题的暴露及科学思想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对定量方法产生怀疑。研究者们开始将研究重心

放置到一些基于自然主义与解释主义的定性观察方法，人种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始在课堂观察中崭露

头角[5]。课堂观察由此开始步入定量、定性研究方法相补充结合的道路。目前，这已成为课堂观察发

展的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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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三个阶段可发现课堂观察在西方的发展是一个由单调走向多样，定性到定量，再从定量到

二者相结合的、沿着科学化轨迹发展的过程。 

3. 课堂观察在我国的发展 

3.1. 我国课堂观察发展概述 

以“课堂观察”为关键字在知网检索相关文献，2000 年以前相关文献数目较少，说明此阶段我国对

课堂观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且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课堂观察逐

渐萌芽，1994 年周月朗发表的一篇名为《大学生课堂问题行为浅析》的论文中就运用了观察研究的方法

来对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不良行为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讨论[6]。但这种观察是建立在国外的系统课堂观察

基础之上的，以及文章也只是通过观察具体的行为来进行现象的描述，并无系统的将课堂观察作为一种

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此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吴康宁在 1998 年发表的《课堂教学社会学研究中的现场观察》以及顾

泠沅、周卫于 1999 年发表的《课堂教学的观察与研究——学会观察》。前者提出课堂教学社会学研究领

域中的观察可大致分为定量观察与定性观察[7]，后者基于我国传统教学中的优秀案例，以及借鉴国外的

先进教学理论，从课堂观察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课堂观察的主要内容并讲述了一般的记录方法[8]。 

陈瑶在 2000 年中提出课堂观察的定义为观察者带着明确的目的，凭借自身感官和有关辅助工具直接

从课堂情境中收集资料的一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9]。在 2002 年陈瑶出版的《课堂观察与指导》一书中提

到，课堂观察是建立在一般观察基础之上的一种特殊技术[10]。崔允漷等人在发表的《课堂观察 20 问》

中提到，课堂观察是通过观察对课堂的运行状况进行记录、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学生课堂学

习的改善、促进教师发展的一种专业活动[11]。对比二位学者对课堂观察的定义不难发现，二者都认同课

堂观察区别于一般观察，且二者的定义都承接了西方课堂观察研究的内容与特点，但二者对于课堂观察

性质的定义仍然存在着相异的观点，陈瑶将课堂观察视为一种特殊技术，崔允漷将课堂观察定义为一种

专业活动。 
学者黄江燕认为存在此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课堂观察最初是以行为研究的方式引入我国的，基本

是对西方课堂观察研究方法的引入与介绍。我国的课堂观察研究仍缺乏理论方面的深度，以及区别于其

他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12]。此时人们对课堂观察的认识尚存在着两种传统的观念：一种是简单理解为“听

课”或者“观摩他人上课”，另一种认为是课堂观察是通过“教师观察学生”这一行为来获得反馈并有

效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一种方法与途径。 
陈瑶于二十一世纪初期出版的《课堂观察与指导》也可以反映出彼时我国对于课堂观察的研究大部

分还停留在关注课堂观察的价值、概念、主体，还并不能涉及到如何进行课堂观察、及课堂观察的方法

技术的核心是什么。2003 年学者柳夕浪出版了《课堂教学临床指导》，他基于课堂观察的实例，从课堂

教学行为、教师角色行为、教学行为效果三个维度来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分析，把课堂观察视为诊断教

学的临床技术[13]。崔允漷在 2007 年提出课堂观察这种专业活动是一种行为系统，是一种研究方法，是

一个工作流程，也是一种团队合作[14]。2010 年，学者李长吉提出我国学者主要从课堂人种志、教师专

业化和师生合作共同体三个角度对课堂观察进行研究，将课堂观察的性质分别定义为一种研究方法、一

种发展途径、一种教研活动[15]。我们可以发现，此时课堂观察已逐渐开始作为提升教师专业专业能力的

一种良好途径，也反映出课堂观察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发展。课堂观察逐渐步入课堂教学研究，开始出现

高校和一线中学的课堂观察合作团队，标志着课堂观察已经作为“听评课”的重要形式为广大一线教师

采纳。 
此外，还有学者从以下三个角度来阐释课堂观察：1)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课堂观察应视为一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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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法[16]。2) 从教学手段的角度看，课堂观察可视为一种提高教学的有效性的手段[17]。3) 从
发展途径的角度看，课堂观察是一种实现师生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18]。 

以上关于课堂观察定义的三个角度实际也存在着内在联系。当教师运用课堂观察这种研究方法开展

实践活动时，既可培养自身的科学研究能力，也可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还可促进自身的专业化发展，同

时也可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能够看出，课堂观察的定义其实并不局限单一，不同角度的定义之间

也并非孤立的，它们并不冲突与矛盾。正如李长吉教授所言，在具体开展研究活动的过程之中，这些理

解完全能够触类旁通。 

3.2. 课堂观察的特征 

对于课堂观察的特征，陈瑶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课堂观察的五个特征——目的性、系统性、理论

性、选择性和情景性[19]。张菊荣从研究方式的角度归纳了课堂观察具有主题性、情境性、建设性、对话

性和层次性[20]。金燕娜从观察要素的角度归纳了课堂观察的三个特征——观察者具有客观性、观察对象

具有选择性和观察过程具有思考性[21]。 
对于以上几种特征的差异，李长吉教授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已有的研究多数仍停留于理论化的层面，

而对于整个课堂的动态过程，即在操作层面上有何特征的研究尚为欠缺。 

3.3. 课堂观察的类型 

通过比对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关于课堂观察的分类可以存在以下几种：较为常见的二分式分类——主

要包括自然观察与实验室观察、间接观察与直接观察、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结构观察与非结构观察。

这些分类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课堂观察的些许特点，但无法详尽反应出课堂观察的细节与全貌。 
此外，程瑶将课堂观察分类为定量课堂观察和定性课堂观察。杨东提出了同伴互助型课堂观察、切

片定量型课堂观察、专家诊断型课堂观察、结果评价型课堂观察[22]。周文叶、杨璐认为，依据观察者之

间的合作关系，可分为合作的课堂观察和独立的课堂观察，依据对观察对象或内容的选择，可分为集中

观察和分散观察，依据观察目的与作用的不同，可分为诊断性观察、提炼性观察、专题性观察[23]。张菊

荣按观察主体不同将其分为团队、个体和自我观察[24]。此外，英国学者 Hopkins 在其著作《课堂观察指

南》中按将其分为开放式观察、聚焦式观察、结构化观察和系统化观察。这四种方法每一种都可以使用

纸笔、录音、录像作为承载信息的载体，使得多种观察方法的优势进行互相结合与补充。故相比较而言

这种分类较为深入，可体现出各类课堂观察的细微差距，且能够更紧密的联系课堂观察方法的运用。 

3.4. 课堂观察的方法 

从资料本身的属性及收集资料的方式来看，课堂观察可分为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25]。 
陈瑶提出定量观察的记录方式主要有编码体系、记号体系或项目清单、等级量表。崔允漷教授及其

团队研制出我国首个听评课框架——《余杭高级中学课堂观摩框架》并将其作为课堂观察有力的工具，

这对于推动我国课堂观察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26]。 
学者付黎黎指出定量课堂观察的优势有三点：第一，定量课堂观察可探索课堂中正在进行的行为，

并且可以获得可靠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定量观察注重科学、客观、系统的方法与程序。第三，定

量观察相对于定性观察而言，资料分析的过程较简单、快捷、客观，得出的量化研究结果说服力较强。

同时也指出了定量课堂观察存在着观察视角单一，无法做到全面反应问题以及无法保证实际操作中的客

观性与科学性等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对行为过于详细的划分以及完全“客观”的数字呈现方式并不能够充分反应出事物整

体而综合的原本形态。所以一种“尽量贴近现实去诠释其背后意义”的观念需要逐渐被认可——定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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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观察的研究需要得到人们的重视。 
所谓定性课堂观察，指观察者依据粗线条的观察纲要，“灵活的”收集对课堂事件进行细节描述的

信息材料，所谓“灵活”，是指资料收集的这种规则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是基于需求在观察的过程

中形成，在观察后根据回忆加以追溯性的补充与完善，并通过描述性、评价性的文字记录现场感受和领

悟[27]。周文叶提出定性的记录方式包括描述体系、叙述体系、图示记录、技术记录四种记录方式。 
定性课堂观察的优点如下：第一，定性课堂观察作为质性研究取向的一种课堂研究方法，其具有开

放自由的特点。第二，定性课堂观察不仅能够充分描述观察情境，还可以保留事件的自然顺序、逻辑顺

序、甚至可以发现一些事先无法预测的事情。但同时定性课堂观察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比

如相对于定量观察而言，定性观察往往只能针对小样本的课堂行为进行观察，偶然的一次观察并不能说

明课堂观察的具体行为；定性课堂观察对于资料的处理较为繁琐、耗时；定性课堂观察的主观性较强，

记录的水平与观察者个人的经验、叙事能力有着极大关系，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事物的观察记录很难达

到较高的一致性，这就使课堂观察结果的效度不易具有客观性与科学性。 
针对于定性观察与定量观察各自的优点与局限，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提倡将两种方法综合使用。早在

2002 年学者杨跃就从教育研究的特殊性来说明了结合的必然性、从问题来源的多元性来描述了“结合”

的基点、从两种范式的互补性来阐释了“结合”的可能性、从实际运用的单一性来讲述了结合的“结合”

的紧迫性[28]。实际上，在一个较为完整的课堂观察中，仅用一种单一的手段就想达成目的几乎是不可行

的，往往需要不同方法的补充使用。对于如何应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理念来进行课堂观察，

付黎黎认为教育工作者可以遵循“拿来主义”、“锦上添花”、“自力更生”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来进

行课堂观察研究。 

3.5. 课堂观察的反思 

课堂观察作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在我国处于快速上升发展时期。但我们应秉持着辩证的目光去看待

它。有学者提出了对课堂观察局限性的探讨。学者陈瑶作为我国课堂发展的带路人，在其《课堂观察：

限度和及其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课堂观察的局限性——理论表浅化，专业性欠缺，此外还指出课堂

观察难以反映课堂生活的全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课堂的问题，却难以说明影响课堂的社会因素问题

[29]。对此，黄江燕认为，首先，课堂观察应积极吸收教育学的观点；其次，课堂观察的定量观察工具的

开发应该要加强高校同中小学的合作，同时注重不同学科间的差别；第三，对于定量观察工具信度和效

度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此外，学者杨玉东提出当前对于课堂观察的研究存在三种倾向的缺失——“教育实践运用取向”的

缺失、“学科内容角度分析”的缺失、“整体上还原课堂”的缺失。并提出了作为实践性技术的“课堂

观察”方法的发展性建构——基于课堂观察对于教学行为改进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取向、遵循“记

录–诊断–评价”的技术路线，重点从通识性信息记录和分析技术、学科性内容分析和诊断技术、“以

学论教”学习效果的评价技术三个层面开发课堂观察技术[30]。 
李长吉教授指出了课堂观察尚存在如没有形成系统的指导理论、观察方法单一、量表缺乏针对性、

研究结果的应用范围窄等不足，从而导致了课堂行动研究的相对滞后。并提出课堂观察研究的视角应多

样化与综合化、课堂观察研究应坚持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课堂观察框架和量表的开发应针对具

体学科的改进方法。任何一项研究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课堂发展也不例外。只有在不断的反思

中才能生生不息的前进。 

4. 结语 

本文简要回顾了课堂观察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并重点对我国课堂观察的理念、定义、特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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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可以看到，课堂观察在我国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十分迅速。但笔者认为课

堂观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诸如课堂观察应积极吸纳教育学的知识，其定量工

具的开发应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也要加强高校同中小学之间的合作。同时，为了保证观察工具推

广的科学性，我们也应深刻重视定量观察工具信度与效度的问题。最后，对于处于教学中心的教师而言，

更应重视自身观察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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