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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

基于“互联网+”创新教师研修模式
马耀国 _ 北京教育学院通州分院

1.翻转课堂里教师语言比例大为降低

我们让学员依据翻转课堂样式重新设计浦东

新区学科教学网的名师课，对名师的录像课和学员

的录像课进行切片分析，每三秒钟切一下，对三秒

钟的行为进行准确的编码，40分钟的课就被分切

成800个片段，一堂课获得了800个编码，用弗兰德

斯矩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切片分析我们发现，在

学员的翻转课堂里，无效寂静、混乱几乎没有，其

教师语言常模和学生语言常模比大概是3.9：1，远

低于名师课堂常模比，反映出翻转课堂里教师语

言比例大为降低，课堂中的非语言行为增加，教师

一讲到底的现象得以改善，尽管教师仍然发挥主导

作用，但在翻转课堂里，学生表达、交流的机会明

显增加。

2.翻转课堂里封闭性问题与开放性问题接近

最佳比例

美国教育学者加里·D·鲍里奇描述了一个状

态，当课堂内容复杂性层次较高时，封闭性问题与

开放性问题的最佳比例是6：4。这样的结构只有那

些一般意义上的名师才有可能做到，只有他们才

可能从满足学生素养发展的角度设计课堂活动并

把握课堂问题结构，并不是说一般老师不会关注

学生素养发展，而是说他们在课堂掌控层面上实

现不了。但是，我的学员用翻转课堂形式上课的时

候，他们的封闭性问题与开放性问题分别占58%和

42%，这和加里·D·鲍里奇提到的最佳比例非常接

近。这说明翻转课堂形成了一种机制——课堂是

用来解决问题的，学生把前端学习时遇到的各种

问题都带到了课堂，这些问题是学生在前端学习

时通过对同一主题的思考形成的，只要学生们的

问题充分表达出来了，一个班级里学生的封闭性

问题和开放性问题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比例。

翻转课堂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提升学生学习

成绩，而在于改善课堂品质，如课堂的开放性、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有效性、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等。翻转课堂可能是我们走向高

品质课堂的一种形态或者一个路径，但不是唯一

路径，如果翻转课堂在前端学习的设计中或者课

堂当中关注点发生偏移，这条路径就是不通的。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教师只有基于证据采

集、分析、推理，才会发现翻转课堂的真正价值和

问题，只有问题的解决才能推动教师的发展。

我们从互联网大视野的角度，以“互联网+”

推进教研创新，以教研创新促进教与学方式的变

革，整体提升通州教育品质。

1.研学共振，引领培训

通州区研修中心提出“研学共振”的理念。

研，主要指课堂教学的实证性研究。我们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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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师的发展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要提升教研的质量，促进教师的发展，首先要思

考教师应该发展什么，应具备哪些能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而要思考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思考未来

的教育应是什么样子的，到底要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脱离了对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思考，只是谈教师

马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互联网+”研修的前提是确定教师发展的目标

导教研员下课堂研修，跟老师同步做，通过积累的

互联网诊测数据、测试图谱，整体跟进教与学，深

化教研。

学，就是通过整合和分析数据，诊断学生的

学习效果以及学习成绩的影响因子。例如，学生的

成绩是80分，这80分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试

卷分数，更能从其中看出学风、班风对整体情况

的影响。因此，我们跟进学风研究，对学生的家庭

学习和学校学习的差异性进行对比，通过数据进

行新的学习方式的变革研究。

共振，基于互联网的积累数据，让教与学、研

修与教学培训一体化，在教中学、学中培训。研修

引领作用升级强化，通过引领培训，教师对学生的

学习诊断才会更专业、更明晰。

2.数据调研，精准定向

我们协同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用数据分析和诊断问题，基于数据推进教与学方

式的变革。    

研修要研之有物，基于数据调研的实际，基于

课堂教学的真问题，解决精准的学习困难点，让数

据围绕核心诊断问题发挥作用。着眼不同内容，从

指导备课、话题讨论、论文思辨等维度，用好不同

信息的平台，借力发力，提升研修品质。

“互联网+”助力通州改革实践项目整合指导

教与学，基于对各年级学习水平的诊测开展个性

化服务，定向精准推送大量学生短板练习题，不断

改进微观学习场。

这是一种教与学的变革，也是供给侧的改革。

3.四种力量，激发动力   

我们引领师生提高“四种力量”。第一种力量

是数据处理的能力，即在数据时代，提升数据整

合、信息应用的能力。第二种力量是动力，让教师

感觉到这是一种教学变革的抓手，是高效开展教

学、了解学情的有力抓手。第三种力量是合力，通

过项目引领，让教师、学生体验到互补提升的价

值。第四种力量是引力，关注学生新形态下的兴

趣，推动学的方式的深度变革，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