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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话语特征看高中英语

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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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新课标强调会话式$探究式教学!倡导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但师生话语互动习惯始终是传

统教学方式难以改变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两节不同教学方式课堂实录的话语特征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教学方式的课

堂教学在师生话语量$话语机会分布$话语内容和功能$会话结构四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为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方式!

教师要把-零碎问题式提问.转变成-上位话题式提问.!设计多层次对话活动!避免-教师不停地问$学生不停地答.的单

调教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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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课堂话语是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交流与互

动)!

3

$*

( 学者弗兰德斯" )̂8)cD@0&C>B'认为语言

行为是课堂中主要的教学行为#占所有教学行为

的 ,%5左右)**

#是教学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最主要

方式( 在课堂教学中#话语是思维和交往的核心

媒介#高阶思维是话语互动的内化)"*

( 对课堂话

语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把握课堂教学背后的规律和实质#也能考查学生

在学习中的思维进阶过程(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 年版'0对英

语课堂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出会话式+探

究式教学#强调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出教师要

在课堂互动中促进学生对问题的深度思考#培养

学生的高阶思维)+*

( 自新课标颁布以来#各地区

积极响应新课标理念#采用各种途径促进教学方

式的改变#但教学的变革实践总是试图通过干预

教师教学流程的设计来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步

骤#相对忽略了对教师话语习惯的剖析和培

养)#*

( 目前#英语课堂中的师生话语互动模式仍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师总是害怕课堂陷入安静#

不断提出众多零碎的问题令学生回答#看似%热

闹&的课堂往往流于形式#忽略了学生思考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发展)2

3

,*

$课堂教学大多仍处于%以

教师为中心&的格局#学生被提问+被交流+被展

示+被打破课堂沉默#很少积极主动地回答问

题)6*

( 由此可见#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课堂话语模

式不能满足新课标的要求( 剖析师生话语互动的

特征#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师生在课堂对话中的

权力关系#也为本质上改变课堂教学的格局提供

可能( 因此#本文对两节运用不同教学方式的典

型教学实录中的课堂话语进行分析#从课堂话语

特征看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

!4研究语料

本研究选择两个时长均为 "+ J(0 的课堂录

像#并将其分别标记为课堂8和课堂9#两堂课的

讲授内容是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的同一阅

读语篇( 在课堂 8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注重

语言知识的孤立学习#提问较零散#可称之为%传

统讲授型课堂&( 课堂9是基于新课标理念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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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课#教师注重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和学生高

阶思维的培养#可称之为%新式互动型课堂&(

本文分别从师生话语量的分布+话语机会的

分布+话语内容和功能+会话结构四个方面对两个

课堂录像的转录文本进行量化和质化分析#旨在

揭示不同教学方式中师生对话具有的不同特征以

及呈现出不同特征的原因(

$4两节不同教学方式的课堂教学的话语

分析

$)!4师生话语量的分析

本研究根据英语课堂的特征将课堂话语分为

三种类型!教师话语+学生话语和无话语( 其中#

无话语包括无理由的沉默+思考问题时的沉默和

进行笔头或其他不出声的练习( 在两节课中#师

生话语量存在着很大差异#具体数据见表 !(

表 !4课堂话语分布

课别 总时长
师话语

时长-B

生话语

时长-B

无话语时长-B

沉默 思考 练习

教师话

语时长

占比-5

学生话

语时长

占比-5

无话语

时长占

比-5

师生话

语比例

8 ""J(0+%B ! !*$ ! !!* !#+ +! $$6 "$)%, "!)*, !#)+" !)%$ k!

9 "+J(0*+B 6*# ! 222 % $$ % *")$$ #")62 %),! %)+* k!

44两节课都约 "+ J(0( 课堂 8中#教师话语时

长略高于学生话语时长#分别为 ! !*$ B和

! !!* B#两者比例为 !)%$ k!#可以看出除教师讲

授外#学生有不少发言的机会( 课堂中无话语时

间占 !#)+"5#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教师提问后无

人应答的沉默和进行语法习题训练#分别为 !#+ B

和 $$6 B( 课堂9中#师生话语比例出现反转#为

%)+* k!#学生的话语时长约为教师话语时长的 $

倍#学生占主导地位#有更多自主讨论和发言的机

会#而且课堂中的无话语时长中没有无理由的沉

默和习题训练(

综合两节课来看#在第二节课中#教师话语与

学生话语时长之比远小于第一节课#学生话语时

间在英语课堂总时间中占据主要地位#反映出以

学生为主体的特点(

$)$4话语机会的分布

话语机会指话语的次数及平均发言时长#次

数代表参与课堂发言的机会#发言时长体现话语

的深度和复杂度( 两个课堂中师生发言次数及平

均时长见表 $(

表 $4师生发言次数及平均时长

课别
教师发言

总时长-B

教师发言

次数

教师平均话语

时长-"B-次'

学生发言

总时长-B

学生发言

次数

学生平均话语

时长-"B-次'

8 ! !*$ !"! , ! !!* !%$ !%)6

9 6*# 6# 6), ! 222 +" *$)6

44由表 $可知#课堂8中教师共发言 !"!次#平

均时长为 , B$课堂9中教师共发言 6#次#平均时

长为 6), B( 相比之下#课堂9中教师发言次数明

显少于课堂8的教师#每次发言的时长高于课堂

8的教师( 关于学生话语#课堂8+课堂9中学生

的发言次数分别为 !%$ 次++" 次#每次发言所用

的时长分别为 !%)6 B和 *$)6 B(

可见#在课堂9中#学生发言的复杂度高#有

机会进行深度发言#教师能与学生进行长时间+有

深度的互动$课堂 8中#学生多是简短地回答教

师提出的零散问题#与教师进行短而快的互动#没

有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和回答(

$)*4话语内容及功能分析

$)*)!4教师话语内容及功能

教师话语执行着向学生传授知识+塑造意识

形态+传播价值观念的使命#承载着教师的教学理

念#反映师生间的关系( 教师话语类型可分为教

学话语以及班级管理的话语#教学话语包括阐释

知识的话语+启发引导的话语+评价反馈的话语+

创设情境的话语+作业讲评的话语$班级管理的话

语包括教育引导的话语+维护秩序的话语+情感传

递的话语+家长沟通的话语)!%*

( 在外语课堂教学

中#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获取学生注意力+呈现教

学材料+引发期待行为+提供反馈+进行教学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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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运用多媒体是外语课堂中不可或缺的一

种教学行为#常见的教师话语为%UDC@BCD''1 @O

OACB/>CC0)&%RCO-B_@O/A @[(&C')&等( 此外#教师

用来维护秩序的语言也非常重要#通常用于监督+

督促学生完成学习活动以及实现从一种教学行为

到另一种教学行为的过渡#如%W1# O(JC(BML#

@0& 0'_LDC@BC&'0- OBA@>C_(OA P'M>/D@BBJ@OCB

@0PJ'>C)&等(本研究结合英语课堂的特点#将教

师话语分为讲解+提问+呈示+评价+维护秩序和运

用媒体六种核心教师话语#课堂问候语+告别语不

计在核心话语之中( 笔者以教师完整的一句话为

单位对两节课中教师的话语内容和功能进行具体

统计#数据见表 *(

表 *4教师各类话语分布表

课别 教师发言总句数 讲解 提问 指令 评价 运用信息技术 维护秩序

8 !6, $+ 2+ "6 "% * #

9 !,6 $% "6 *6 #+ ! !+

44在课堂 8中#教师话语集中在提问+指令和

评价上#分别为 2++"6 和 "% 句( 其中在 2+ 句的

提问中#!2句用于确认学生是否清楚问题#$! 句

用来检测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句用来引导和考

查学生对知识的运用#, 句提问旨在促进学生对

知识的迁移( 教师在评价时#多用简短的话语给

出鼓励表扬或中肯评价#在 "% 句的评价中#仅有

2句是通过追问诱导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问题#

其余反馈都是直接指出学生的回答是否正确( 在

本课中#教师指令语的句数较多#为 "6句#主要用

于给学生提出要求#以保证课堂活动顺利进行(

在课堂9中#教师提问的句数大大减少#为 "6

句#其中 * 句用于检测学生对知识的学习理解情

况#2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运用#!+ 句用于引导学

生迁移所学#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 教师评价的

句数占比最大#为 #+ 句#其中 *% 句用于诱导启发

学生进一步思考( 本课的 *6句指令语主要用于提

出要求和在学生遇到学习困难时提供建议(

总体来看#%提问& %评价&和%指令&是影响

课堂的三个重要指标( 在提问中#课堂 9的教师

更倾向于对拓展知识的提问#引导学生运用和迁

移所学知识#对其他知识的提问分布也比较均衡$

课堂8对课本中语言知识的提问远远超过对其

他知识的提问( 关于评价#课堂 9的教师多诱导

启发#给学生更多的探讨空间$课堂 8的教师多

选择以简短的话语直接反馈#忽视对学生深度思

考力的培养( 课堂 8中教师的指令语多用来要

求学生#课堂9中教师的指令语重视给学生提供

学习建议( 相比而言#课堂 9给学生的自主空间

更大#更能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4学生话语内容及功能

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课堂参与对语言学习的重

要作用#衡量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生

在课堂上产出的话语#其直接反映了学生的学习

水平+态度和习惯( 学生话语的重要性体现了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要求#能突显学生在教学中的

主体地位( 在外语课堂中#学生充分享有话语权

能保证学生英语语言的输入和输出#实现从学习

理解到应用实践进而到迁移创新的转变)!!*

( 本

研究将学生的话语分为回答+讨论"同伴讨论和

小组讨论'+朗读+提问和评价 + 种形式#其中#回

答包括主动回答和被动应答( 评价分为自评和对

其他人的评价( 笔者以学生完整的一次回答为单

位统计学生各类话语的分布#具体见表 "(

表 "4学生各类话语分布

课别
回答

主动回答 被动应答

讨论

同伴讨论 小组讨论
朗读 提问 评价

8 $+ 22 ! * % % %

9 "# " ! $ + % %

44在两个课堂中#学生提问和评价的次数均为

%#可见回答教师问题是学生话语的主要体现( 对

于教师的提问#在课堂 8中#学生被动回答问题

22次#主动回答问题 $+ 次#学生的参与度不是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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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在课堂 9中#学生多回答较上位的问题#即

有更多思考和探究空间的问题#比如 %ZA@O&'

P'M OA(01 ']K>)YC01(0B. ZAP.&这一问题#学生无

法用一个零散的词或句子简单应付#必须深入文

本并整合文本中的零散信息#才能有理有据地论

证自己的观点( 此外#虽然在课堂 9中学生回答

次数少于课堂8#共 +% 次#但学生主动回答问题

"#次#远高于被动回答问题的次数( 可见课例 9

中学生参与度高#学生主体性体现明显( 课堂 8

中同伴讨论和小组讨论的次数分别为 ! 和 *#虽

然教师能意识到学生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性#但

是讨论的目的都是商讨语法练习题的答案( 在课

堂9中#学生则通过 ! 次同伴讨论和 $ 次小组讨

论探究问题#多角度理解文本内容#并在小组活动

中通过描述阐释内化所学( 关于语言知识的学

习#在课堂 9中#教师令学生自主推导出语言结

构#然后通过朗读赏析内化语言#因此课堂 9中

有 +次学生朗读( 相比较而言#课堂 9中学生的

自主性强#内化学习内容的机会更多(

$)"4会话结构分析

:(0/D@(>和 ='MDOA@>& 指出#在课堂语言教学

中三段式的会话结构很普遍)!$*

#即 Q

3

S

3

c模式(

三段式Q

3

S

3

c会话通常是由教师首先引发话题

"Q0(O(@O('0'#然后由学生回答"SCBL'0&'#再由教

师给出反馈"cCC&?@/1'( 此种会话结构并不能给

学生创造充分的交际机会#多出现在以教师为中

心的传统型课堂中( 在真实的课堂中#不仅具有

语言正确性的操练#也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交际#

因此会有更加复杂和灵活的对话结构(

为了解课堂的会话结构和师生互动的效率与

质量#笔者对两节课堂实录的转写文本进行详细

分析#对两堂课中出现的会话结构类型及所占比

例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所示(

表 +4会话结构对比

课堂
具有QSc结构的会话

时长-B 占比-5

具有比QSc结构更加复杂的会话

时长-B 占比-5

总会话时长-B

8 ,+6 2*)$ *!" $#), ! !2*

9 !!6 !%)2 66, ,6)* ! !!2

44如表 +所示#在课堂8中共有 ! !2* B的会话

时间#,+6 B的会话结构为 QSc结构#占会话总量

的 2*)$5#而只在短短 *!" B的时间中会话结构比

QSc复杂( 下面这段对话出自课例 8#为课堂中

的典型QSc会话结构!

T!IC>C# K>)YC01(0BMBCB%BA'MD&& O'C\F

L>CBB1. "Q'

:!T'C\L>CBB>CH>CO)"S'

T!W1# D''1 @OAC>C"指黑板')̂ '_# P'M /@0

BCC_C/@0 MBC%BA'MD&& @0& %_(BA& O'C\L>CBB>CF

H>CO)"c'

在此段对话中#教师询问文本的主人公 K>)

YC01(0B运用%BA'MD&&一词表达的情感#从而引出

%BA'MD&&的语用功能#在学生回答之后#教师给予

肯定反馈( QSc会话结构的主导说明#教师在很

大程度上控制着课堂#几乎所有会话都由教师发

起#学生处于被动回答的地位( 学生只能像学习

机器一样作出反应#而不是积极地处理信息#不利

于学生的语言习得( 此外#笔者发现#在该教师的

课堂中还存在一部分 c缺失的会话结构( 如下

例所示!

T! Ĉ\O'0C# c@0Hb(@'\(@0"点名')"Q'

:! TACH'[C>0JC0OBA'MD& A@[C LMOJ'>C

J'0CPO'_@>&BB/(C0/CC&M/@O('0)"S'

T! C̀B'>0'. "Q'

:! C̀B)"S'

T! TA(BO(JC_C/'JC?@/1 O'%OACO(JC&)U@BO

'>L>CBC0O. "Q'

在上面这段对话中#教师点名让一位学生将

UUT中的句子%TACH'[C>0JC0O&(&0-OLMOC0'MHA

J'0CPO'_@>&BB/(C0/CC&M/@O('0)& 转换为含有

%BA'MD&&的句子#学生回答后#教师接着面向全班

学生发起提问#令大家向回答问题的同学给予反

馈#但全班同学说出% C̀B&之后教师未给予任何

反馈#接着开始引发下一话题( 纵观这次对话#从

问题本身来说#教师只是令学生做出一个句型转

换#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目的语练习#学生没有足够

的思考空间#且教师自身针对学生的回答并没有

给予评价#一方面不尊重回答问题的学生#另一方

面也令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回答正确与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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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课堂中充斥着零碎的问题#看似热闹

的课堂#并没有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 在本节课中

含有大量QS

3

QS

3

QS

3

c会话结构#如下例所示!

T! C̀B# OAC](>BOBC0OC0/C(0 >C& (B(0 OAC1. "Q'

:! U>CBC0O"S'

T! TAC]'M>OA BC0OC0/C(B(0 OAC1. "Q'

:! U@BO)"S'

T! 80& OACD@BO'0C1. "Q'

:! Q0 OACL>CBC0O)"S'

T! W1# H''&):(O&'_0# LDC@BC)"c'

在这段对话中#教师询问 UUT上呈现出的句

子时态#以教师说出前半句+学生答出后半句的形

式检测学生对语法的认识#最后教师统一给出肯

定评价%H''&&结束对话( 此次对话中学生只是

对句子时态做出简单判断#没有引发学生思考#且

教师干预过多#没有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在课堂 9中#仅有 !%)25的会话结构属于

SQc类型#,6)*5的结构都要比 SQc结构更复杂#

给学生创造了更多的交际机会#如下例所示!

T! =@0 P'M _'>1 'MOOACBO>M/OM>C']L@BO

LC>]C/OOC0BC. ZA@O(BOACBO>M/OM>C']L@BOLC>]C/O

OC0BC. "Q'

:! I@& &'0C)"S'

T! C̀@A# %A@& &'0C&# [C>PH''&)"c'80& &'

P'M 10'__AC0 _CMBCOA(BOC0BC. ZAC0 &'_CMBC

OA(BOC0BC. "Q'

:! 1"思考'

T! ZC/@0 >C@& OACBCBC0OC0/CB@H@(0)80&

OA(01 @?'MO_AC0 _CMBCOA(BBC0OC0/C)SC@& (O

@H@(0)"Q'

:! 1"读'

T! T@D1 _(OA P'M>L@>O0C>)ZAC0 O'MBC(O.

IC>C_CH')"Q'

"U@(>_'>1'

在这段对话中#教师提问学生对时态的认识#

学生给出简单答案后#教师给予肯定反馈并进一

步追问#当学生思考时#教师以提示的方式进一步

引导#再次发起提问#最后建议学生同桌两人讨论

时态的使用语境#会话结构呈 Q,S,c,Q,Q,Q

的模式( 在这一段对话中#教师在学生难以回答

问题时多次给予引导#并最终令其在讨论中更深

层次地认识时态的意义和使用情境#有利于发展

学生的高阶思维(

经过对比可知#教师 8更重视学生的回答

是否正确#而很少关心学生回答的内容#当学生

回答不出问题时也没有进一步引导$教师 9重

视学生的自主探究#给予学生时间深度思考和

探讨某一问题#并不断通过反馈和追问给学生

创造更多练习语言的机会#也使其有更多自主

思考的时间(

*4思考与建议

*)!4教学方式不同的课堂呈现出不同的师生话

语特征

本研究以两节典型的课例作为研究对象#虽

然样本覆盖面不够广#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由

于教学方式不同#师生互动话语也呈现不同的特

征#见表 #(

表 #4教学方式的变革

话语特征 传统型课堂"课堂8' 基于新课标理念的课堂"课堂9'

师生话语量 教师话语多于学生话语#无话语时间较多 教师话语远少于学生话语#学生话语占主导地位

话语机会分布
学生多是简短回答零散问题#与教师进行短而

快的互动
学生有机会进行时间较长的复杂性+创造性发言

教师话语类型
提问多检测语言知识的学习#反馈简单#多权威

式要求

提问多检测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和拓展#反馈注重引导启

发#多引导式建议

学生话语类型 类型单一#多被动回答问题 类型多样#多主动回答问题

会话结构类型 以SQc结构为主#反馈简单 以比SQc结构更复杂的结构为主#反馈具有启发性

*)$4精心设计师生话语方式$促进学生深度思考

课堂教学并非简单执行流程的线性过程#而

是随着师生语言互动不断生成的过程#不同的话

语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教学形态和学生参与教学的

方式(

在上述两节课中#教师都设计了一系列的问

题#但是不同的问题导致不同的课堂教学形态(

在课堂8中#教师主要提出三类简单的问题!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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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用深度思考就能回答的%是否&问题$教师讲

前半句+学生答后半句的%半截式提问&$学生只

要看书就能回答的简单提问( 而在课堂 9中#教

师把传统的%零散问题式提问&转变成%上位话题

式提问&#即!学生需要整合+重组信息才能回答

出的问题#给学生充足的思考空间#学生主动回答

问题的次数更高#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活

动中(

因此#教师要用具有一定挑战性+探究性的上

位问题来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这样学生必须

通过一定的思考#在实践性活动中深入探究文本#

并重组认知结构#才可能给出问题答案#从而促进

师生之间展开深度对话(

*)*4设计多层次对话活动$创造探究式学习环境

QSc会话模式一般只能简单考查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情况#无法对学生的高层次复杂能力进行

观察和培养(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教学中#

QSc结构是罕见的)!**

( 因此#教师在设计对话方

式时#要精心设计一系列多样化的活动#让学生在

同伴+小组活动中交流+思考+体验和内化#避免教

师不停地问+学生不停地答的单调教学形态( 此

外#教师起着引导的作用#要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

归还学生#不能直接把知识呈现给学生#要引导其

在意义探究中逐步发现语言知识的功能和意义#

并在一系列实践性活动中内化所学#进而迁移应

用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去解决问题#充分体现学

生的自主性(

总之#教师要打破对话语权的%独裁&#为学

生主动提问+生生对话+生师对话留下空间#设计

多样化活动#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多维互动机会#创

造合作式+探究式学习的开放性学习环境(

"4结语

本文通过对两节典型课堂实录的分析来探讨

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发现不同教学方式的课堂

在师生话语量+话语机会分布+话语内容和功能+

会话结构四个方面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传统型

课堂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话语简单化#会话

结构以QSc为主#提问没有给予学生充足的自主

探究时间#提问和反馈方式也不能有效引发学生

目的语的输出( 在基于新课标理念的课堂中#学

生可以自主发言#思考并回答上位的问题#有充足

的机会与其他同学交流#在多样化的活动中发展

思维能力和语言综合能力( 本研究对课堂教学有

以下启示!教师要关注师生话语互动方式#把传统

的%零散问题式提问&转变成%上位话题式提问&#

整合+精简琐碎的小问题#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探究

和交流空间$设计多层次对话活动#避免教师不停

地问+学生不停地答的单调教学形态#从对话内

容+对话伙伴等方面精心设计师生话语互动方式(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果课堂语

料样本较小#难以反映普遍状况( 期望后期有更

多的学者对教师课堂话语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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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ZC(_C(

":/A''D']c'>C(H0 R@0HM@HCB@0& R(OC>@OM>C# 9C(.(0Ĥ '>J@DG0([C>B(OP# 9C(.(0H!%%62+#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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