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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课堂研究近来备受关注袁智慧课堂以强互动性为其核心特征袁为了全面尧动态地展示智慧课堂教学互

动的全景图袁研究从教学活动要技术使用要位置移动要身体姿态四个维度确立了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

框架袁从情境性和时序性两个方面对智慧课堂教学互动进行了多模态分析遥 研究表明袁多模态分析方法能够更有效尧更

全面地呈现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场景遥 通过多模态数据分析袁 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相比于多媒体课堂呈现出显著特点袁在

人要机要物的相互作用中袁学生获得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机会袁同时袁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同伴的学习状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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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袁我国教育信息

化建设已由前期的软硬件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的数

字化教育阶段进入到当前以智慧学习建设和教学方

法模式创新为标志的智慧教育阶段遥 教育部于 2019

年启动了野智慧教育示范区冶建设项目袁以促进信息技

术特别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袁推动人才培

养模式变革袁满足新时代和信息社会创新人才培养需

求[1]遥 智慧课堂作为一种智能技术与智慧教学深度融

合的人工生态系统袁其核心特征是强互动性[2-5]遥 智慧

课堂中的教学互动多样又复杂[6]袁不仅有师生之间尧生

生之间面对面互动袁 还有以智能技术为载体的师尧生

与技术三者间的全方位互动[7]遥 一方面袁智能技术尧物

联网技术尧社交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教育教学领

域的普及应用袁为教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基础和

工具支撑[8-9]曰另一方面袁面对海量的教育大数据袁如何

选择数据尧分析数据尧解读数据袁以厘清智慧课堂中的

野人要机要物冶交互作用机制袁为教育教学提供科学

的尧精准化的数据支持[10-11]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研究

课题遥也就是说袁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研究中袁引入新视

角尧新方法已迫在眉睫遥基于以上考量袁本研究立足于

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袁从多模态学习

分析的视角袁尝试构建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

框架袁探索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分析

方法袁以为大数据背景下智慧课堂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和实践探索遥

二尧智慧课堂中的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

渊一冤智慧课堂中的多模态数据

智慧课堂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袁通过师尧生尧技术

三者之间的全向互动而生成的教与学活动的综合体遥

智慧课堂是以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所搭建的智慧学习环境为前提条件的袁搭建好的

学习环境可称智慧教室或智慧校园袁但还不能称之为

智慧课堂遥课堂是教和学的活动发生的场所[4]袁课堂教

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12]遥 只有当师生在智慧教室

中开展具体的教与学的活动袁经由人要技术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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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机协同工作[13]袁实现传统课堂难以完成的教学互

动袁进而促使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得以变革袁最终指向

学生智慧能力的发展时才可称为智慧课堂遥

多模态数据渊Multimodal Data袁MMD冤是相对于单

模态数据而言的袁通常将人类获得关于外部世界信息

的方式称为模态遥 通过一种方式获取数据称为单模

态曰通过两种以上方式获取数据称为多模态[8袁14-15]遥 多

模态学习分析渊Multimodal Learning Analytics袁MMLA)

是利用多种分析技术对学习过程中的多模态数据 渊语

言尧表情尧手势尧肢体动作等冤进行同步采集尧整合处理

和融合分析袁 以揭示复杂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机制袁为

教与学提供科学的尧精准化的数据支持的学习分析技

术袁近年来在教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16-18]遥

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人类交流互动是多模态相

互作用的过程[19]袁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多感官相

互作用是人类处理感觉信息的规则袁多感官相互作用

发生在人类整个信息感知与处理过程中[20]遥 学习也不

例外袁学习是一个复杂的多维过程[21]遥 智慧课堂中学

习者与教师尧同伴尧技术产品以及传统学具通过视觉尧

听觉尧触觉等多感官通道的交互作用袁经由言语信息

和非言语双重编码要解码袁完成意义建构的过程遥 因

此袁智慧课堂中有大量人要机要物之间经由视尧听尧触

等互动方式生成的多模态数据遥

渊二冤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研究进展

教学互动作为课堂教学最为主要的活动形式袁历

来受到教育界学者的普遍关注遥从教学互动概念的讨

论到教学互动类型的划分袁再到教学互动分析方法的

提出袁学界对教学互动的研究逐步深入遥其中袁弗兰德

斯互动分析系统 FIAS 渊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冤 [22]尧 语言互动类别系统 渊Verbal Interaction

Category System袁简称 VICS冤[23]以及 S-T 分析 [24]都提

出了一整套用于记录和分析课堂教学中师生言语互

动或行为互动的观察分析工具袁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应

用和修改完善遥

智慧课堂由于技术作用的发挥使得教学互动分析

更加复杂袁互动产生的数据量大且数据类型更多样遥早

期基于技术的教学互动分析大多以弗兰德斯互动分析

系统为蓝本袁增加技术互动维度尧完善师生语言互动分

类而形成了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编码系统

渊ITIAS冤[25]尧改进型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渊iFIAS冤[26]尧

1:1 数字化环境下课堂教学互动行为分析编码体系

渊One - to - One Techno - Based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袁OOTAIAS冤[27]和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互

动分析系统[28]遥 近两年袁研究者借助大数据技术和可

视化方法袁 对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开展了多视角的探

索遥 刘邦奇等利用大数据构建了智慧课堂教师要学

生要媒介互动指数分析模型并对五种互动行为及数

据关系实证分析[29]曰何文涛等利用 IIS 图分析法和社

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智慧教室下和常规教室下协作学

习的交互内容与社会网络进行了考察[3]遥 王冬青等从

智慧课堂教学互动数据的可视化分析与交互呈现视

角袁提出了由描述层尧诊断层和建议层组成的智慧教

学动态生成性数据分层分析框架[30]遥

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分析体系越来越多尧越来越完

善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多样性的视角和有益的实践经

验遥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袁例如编码仍然偏重言语互

动层面尧对互动行为的归类较笼统尧对技术的作用没

有很好地区分等遥正是由于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袁研究者分别尝试利用多种不同方法对其

进行考察袁多元回归分析尧分类聚类尧滞后序列分析尧

关联规则挖掘尧文本内容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分析都是

智慧课堂分析中常用的技术和方法[29]遥然而袁近年来袁

对越来越多学习过程多模态数据的分析袁 研究者发

现智慧课堂研究仍然需要探索有效的研究工具和方

法[31]遥 多模态学习分析作为一种整体分析袁相比于传

统分析方法袁它能更加完整尧全面地展现学习过程袁为

研究教育教学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袁为智慧课

堂教学互动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理论和技术支持[11]遥 本

研究尝试基于多模态分析的视角袁整合多模态数据来

研究智慧课堂中的教学互动遥

渊三冤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框架

智慧课堂教学互动会生成大量的多模态数据袁为

了合理尧准确地构建智慧课堂多模态分析框架袁本研

究重新回到智慧课堂本身袁综合考察智慧课堂核心关

键特征和多模态学习分析的基本要求以确定智慧课

堂教学互动的多模态分析框架遥

首先袁通过梳理可知袁智慧课堂的七大核心关键特

征渊见表 1冤分别是物理环境尧技术使用尧灵活布局尧资

源共享尧协同合作尧学情分析与及时互动遥 智慧课堂七

大关键特征中袁物理环境尧灵活布局尧技术使用以及及

时互动是智慧课堂最核心的特征袁它们是构建智慧课

堂其他特征的基础[4]遥物理环境是智慧课堂最基本的特

征袁 是智慧课堂区别于传统课堂的基本前提条件袁是

智慧课堂其他所有特征的基础曰灵活布局为师生活动

提供了大量协同合作的机会曰 技术使用为资源共享尧

协同合作与学情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曰及时互动则是

以语言交互为主体的课堂教与学活动的全面呈现遥

其次袁 多模态学习分析的基本要求是数据的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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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特征 具体描述 相关研究

物理环境 空间布局尧平板电脑尧无线网络尧光线等 黄荣怀渊2012冤曰Baoping Li渊2015冤曰Junfeng Yang渊2018冤曰李康康渊2016冤

技术使用 技术支持的教与学活动
Baoping Li渊2015冤曰张屹渊2016冤曰刘邦奇渊2016冤曰王晓晨渊2016冤曰李康康渊2016冤曰

庞敬文渊2017冤曰Junfeng Yang渊2018冤曰李利渊2018冤曰何文涛渊2018冤曰林秀瑜渊2019冤

灵活布局 随时变动位置 Baoping Li渊2015冤曰张屹渊2016冤曰王晓晨渊2016冤曰何文涛渊2018冤

资源共享 信息资源获取尧共享尧推送
胡卫星 渊2011冤曰黄荣怀 渊2012冤曰张 屹 渊2016冤曰刘邦奇 渊2016冤曰Junfeng Yang

渊2018冤曰孙曙辉渊2018冤曰 Xin Wang渊2019冤曰管珏琪渊2019冤曰林秀瑜渊2019冤

协同合作 学生协作完成学习任务 胡卫星渊2011冤曰Baoping Li渊2015冤曰刘邦奇渊2016冤

学情分析 收集尧处理过程性学习数据

黄荣怀渊2012冤曰Gwo-Jen Hwang渊2014冤曰何克抗渊2015冤曰Baoping Li渊2015冤曰刘邦

奇 渊2016冤曰 晋欣泉 渊2018冤曰 孙曙辉 渊2018冤曰Junfeng Yang 渊2018冤曰Xin Wang

渊2019冤曰林秀瑜渊2019冤

及时互动 应答尧评价尧反馈尧展示
黄荣怀渊2012冤曰张屹渊2016冤曰刘邦奇渊2018冤曰孙曙辉渊2018冤曰晋欣泉渊2018冤曰李利

渊2018冤曰Xin Wang渊2019冤曰管珏琪渊2019冤

互补性袁要力图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学习过程中的语言尧

动作尧表情尧手势等多种模态信息袁发挥多模态信息之

间的互补作用袁 以全面准确地展现学习过程[8袁11袁14袁21]遥

因此袁在进行多模态数据分析时袁要么考虑使用多个

空间的数据来源袁要么使用单个空间里的多种模态数

据[16]遥 以平板电脑为主要支撑的智慧课堂教学互动是

在物理空间中开展的袁除了考察智慧课堂人要机要物

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外袁还要考察教师和学生外在可

观察的行为表现数据即物理空间数据袁如身体在物理

空间的运动变化和位置变换等[32]遥另一方面袁智慧课堂

除了言语互动袁还存在大量的非言语互动遥 其中袁肢体

语言和肢体运动是多模态学习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面[33]袁具身认知理论与行为研究的相关结果表明肢

体语言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4]遥基于此袁本

研究从教学活动 渊Activity冤尧 技术使用 渊Technology-

usge冤尧位置移动渊Moving冤尧身体姿态渊Body Posture冤四

个维度构建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框

架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框架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框架从教

学活动渊Activity冤尧技术使用渊Technology-usge冤尧位置

移动渊Moving冤尧身体姿态渊Body Posture冤四个维度对智

慧课堂教学互动进行分析遥 其中袁渊1冤教学活动袁是课

堂关系存在的主要载体[10]袁多模态学习分析应该从教

学活动出发[19]袁教学活动既包括以语言交互为主的师

生互动袁如师生课堂中通过语言提问与回答属于语言

互动袁也包括部分非语言互动袁如教师刚提出问题袁学

生立刻举手应答则属于非语言互动遥 渊2冤技术使用袁包

括师生之间尧学生之间借助信息技术而生成的师要技

术要生三者之间的互动袁技术使用为资源共享尧协同

合作与学情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袁是智慧课堂区别于

传统课堂的重要特征遥 渊3冤位置移动袁是教师和学生在

教室环境中发生的位置移动袁 是下部肢体 渊腿部+脚

部冤运动的观测数据遥 位置移动维度获取师生的位置尧

运动数据袁揭示了每个人在智慧课堂中扮演的角色尧教

师参与小组活动的时间以及教室布局情况袁 是智慧课

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的重要方面[32袁 35]遥 渊4冤身体姿

态袁 是在教学互动中师生的面部和手臂产生的动作袁

是上部肢体渊头+上半身+手臂冤运动的观测数据遥身体

姿态获取师生头部朝向尧 手部指向和身体倾斜的数

据袁揭示了互动的对象尧注意对象以及互动情感[36]遥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2019年度

部级优课六节渊智慧课堂 3节+多媒体课堂 3节冤作为

课例分析的对象袁遵循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

态分析框架袁以多媒体课堂教学互动作为对比袁探索

智慧课堂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遥案例选取遵循三个原

表 1 智慧课堂核心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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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编码 内容 维度 编码 内容

教学

活动

A

At

A1 教师接受情感

技术

使用

T

Tt

T1 技术辅助教师讲解

A2 教师鼓励表扬 T2 技术呈现多媒体内容

A3 教师采纳意见 T3 技术辅助班级管理

A4 提出封闭性问题 T4 技术支持学情分析

A5 提出开放性问题 T5 技术支持的分享与评价

A6 等待学生活动 T6 教师没有技术使用行为

A7 讲授

Ts

T7 技术支持的应答

A8 组织管理和指导 T8 技术支持交流合作

A9 批评或维护权威 T9 技术支持评价反馈

A10 学情分析 T10 技术支持获取信息

A11 作品分享评价 T11 技术支持作品创作

As

A12 听讲 T12 技术支持成果分享

A13 被动应答 T13 技术支持课堂练习

A14 主动应答 T14 技术支持自主学习

A15 主动提问 T15 学生没有技术使用行为

A16 同伴交流合作

身体

姿态

B

Bt

B1 面向学生

A17 评价反馈 B2 倾向学生

A18 获取信息 B3 面向屏幕

A19 作品创作 B4 倾向屏幕

A20 成果分享 B5 面向平板

A21 课堂练习 B6 倾向平板

A22 自主学习 B7 面向教具

A23 无助于教学的沉默 B8 倾向教具

A24 有助于教学的沉默

Bs

B9 面向正前

位置

移动

M

Mt

M1 讲台 B10 倾向正前

M2 走廊 B11 面向教师

M3 组内 B12 倾向教师

M4 组间 B13 面向屏幕

M5 无位置移动 B14 倾向屏幕

Ms

M6 座位 B15 面向同伴

M7 讲台 B16 倾向同伴

M8 走廊 B17 面向平板

M9 组内 B18 倾向平板

M10 组间 B19 面向学具

M11 无位置移动 B20 倾向学具

表 2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编码体系

则院渊1冤教学内容相同袁尽量减少教学内容差异对教学

互动的影响曰渊2冤声音录制清晰袁能明确拾取到教师特

别是学生的声音信息曰渊3冤画面录制全景+特写袁能整

体观察到教学互动的全景和局部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多模态学习分析方法对智慧课

堂教学互动过程进行分析遥 利用 ELAN6.1软件袁由两

位研究人员对所选课例进行多模态标注与分析袁再使

用 SPSS2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并用 GSEQ5.1对数

据进行多事件交叉分类分析遥

渊三冤数据编码

编码体系确立和具体编码过程如下袁首先袁由两

位研究人员按照初步确定的编码体系对同一课例进

行以 3秒为间隔的独立编码遥虽然时间间隔编码有其

优点和缺点袁但它却是同步多种行为数据非常好的方

法[33袁36-37]遥 接着袁两位研究人员对初步编码过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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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部分进行协商袁进一步完善编码体系尧明确编

码规则渊如袁当画面没有呈现师生的位置移动或身体

姿态时袁默认师生无位置移动尧教师面向学生尧学生面

向屏幕袁以减少编码的随意性冤遥 最后袁确定野ATMB智

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编码体系冶袁该编码体系从

教学活动渊Activity冤[38]尧技术使用渊Technology-usge冤[39]尧

位置移动渊Moving冤尧身体姿态渊Body Posture冤四个维度

对智慧课堂教学互动进行多模态学习分析袁每个维度

又分为教师渊t冤与学生渊s冤的观察点袁见表 2遥两位研究

人员各自按照共同制定好的规则对所选课例进行编

码袁并对编码数据进行校对袁达成统一遥

四尧数据分析

多模态学习分析与传统以语言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不同袁属于整体分析[40]袁结合多种数据处理技术袁获得

对复杂学习过程整体学习图景的理解[36]遥 同时袁多模态

学习分析注重情境性袁分析过程要考虑真实学习情境袁

包括任务情境尧设备情境及时空情境等[8-9]遥 再者袁多模

态学习分析具有时序性特征袁 强调基于时间序列的数

据采集和分析[11袁34]遥 基于此袁研究从多事件共现情形

渊Contextual Perspective冤和多模态学习过程渊Sequential

Perspective冤两个方面对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展开多模

态学习分析遥数据分析部分以 野语文园地七冶两个课例

展开探讨袁其中智慧课堂渊s冤共标注 748组渊748*8冤数

据袁多媒体课堂渊m冤共标注 760组渊760*8冤数据遥 所有

1508组数据均为有效数据袁无缺失数据遥

渊一冤多事件共现情形分析要情境视角

为了了解智慧课堂多模态互动情景袁清晰反映多

模态数据共现情形袁 本研究将采用 GSEQ5.1对数据

进行多事件交叉分类统计袁多事件交叉分类统计对了

解事件的多方面共现情形很有用[9]袁可以较好呈现多

模态数据的共现情形遥

1. 教学活动渊粤冤单模态交叉分类统计

在分析多模态数据之前袁 先对以往教学互动研究

关注最多的以师生语言互动为主的教学活动进行单模

态分析袁 以呈现单模态分析与多模态分析在同一课堂

教学互动分析中的区别遥 通过对单模态数据师生教学

活动 A交叉分类统计袁得到智慧课堂单模态 At-As互

动序列 65对渊总数 748组冤袁多媒体课堂单模态 At-As

互动序列 35对渊总数 760组冤遥选取 At-As互动序列最

多的前 10项作图表呈现袁 智慧课堂中前 10项 At-As

互动序列占标注总数 53.47%袁 多媒体课堂中前 10项

At-As互动序列占标注总数 70.01%遥 表明智慧课堂前

10项 At-As互动序列呈现了整个课堂半数多单模态

At-As互动情形袁多媒体课堂前 10项多模态 A-T互动

序列呈现了整个课堂七成单模态 At-As互动情形遥

如图 2所示袁智慧课堂与多媒体课堂单模态教学

互动 At-As分析可知袁以师生语言互动为主的教学活

动进行单模态数据分析得出的教学互动结果中袁智慧

课堂与多媒体课堂教学互动类型大体相似袁但也存在

差异袁其中智慧课堂以教师指导尧学生主动参与各种

学习活动的教学互动更多袁表明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

机会也更多袁 而多媒体课堂教学互动以教师提问尧学

生应答尧教师鼓励表扬为主遥

图 2 单模态 At-As互动序列前 10项对比

2. 教学活动与技术使用渊A-T冤多模态交叉分类

统计

通过对多模态数据教学活动 A和技术使用 T交

叉分类统计袁 得到智慧课堂多模态 A-T互动序列 174

对渊总数 748组冤袁多媒体课堂多模态 A-T互动序列 67

对渊总数 760组冤遥 选取 A-T互动序列最多的前 20项

作图表呈现袁 智慧课堂前 20项多模态 A-T互动序列

占标注总数 48.93%袁 多媒体课堂前 20项多模态 A-T

互动序列占标注总数 80.26%遥 表明智慧课堂前 20项

多模态 A-T互动序列呈现了整个课堂约半数多模态

A-T互动情形袁 多媒体课堂前 20项多模态 A-T互动

序列呈现了整个课堂八成的多模态 A-T互动情形遥

如图 3所示袁智慧课堂与多媒体课堂多模态教学

互动 A-T多模态分析可知袁 除技术支持教师讲解要

学生听讲尧技术呈现内容要教师等待学生活动尧技术

呈现内容要教师提问要学生主动应答等教学互动序

列外袁 智慧课堂 A-T多模态教学互动与多媒体课堂

相比有其突出特点院其一袁教师注重借助技术分享学

生学习成果袁 并和学生一起对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反

馈袁体现了评价主体多元化的教学理念曰其二袁在学生

开展技术支持的课堂练习和技术支持的交流合作活

64



2022年第 3期渊总第 347期冤

动结束时袁教师充分利用智慧课堂技术优势进行学情

分析袁有利于师生双方及时了解学生活动情况遥

图 3 多模态 A-T互动序列前 20项对比

3. 教学活动要技术使用要位置移动要身体姿态

渊A-T-M-B冤多模态交叉分类统计

由于 GSEQ5.1 进行多事件 N-way table 交叉分

类统计最多可选七个事件袁加之教师身体姿态在两种

课堂分布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袁最终通过对多模态数据

教学活动 A渊At和 As冤尧技术使用 T渊Tt和 Ts冤尧位置移

动 M渊Mt和 Ms冤和身体姿态 B渊Bs冤交叉分类统计袁得

到智慧课堂多模态 A-T-M-B互动序列 465对渊总数

748组冤袁多媒体课堂多模态 A-T-M-B互动序列 297

对渊总数 760组冤遥 选取 A-T-M-B互动序列最多的前

30项进行详细分析袁 智慧课堂前 30项多模态 A-T-

M-B互动序列占标注总数 26.47%袁多媒体课堂前 30

项多模态 A-T互动序列占标注总数 43.42%遥 表明智

慧课堂前 30项多模态 A-T-M-B互动序列呈现了整

个课堂 26.47%的多模态 A-T-M-B互动情形袁多媒体

课堂前 30项多模态 A-T-M-B互动序列呈现了整个

课堂 43.42%的多模态 A-T-M-B互动情形遥

如图 4所示袁 智慧课堂与多媒体课堂多模态教学

互动 A-T-M-B分析可知袁在两类课堂中袁教师都注重

借助技术辅助讲解或呈现内容进行知识讲解尧 等待学

生活动和提出开放性问题袁 与此同时学生则主动应答

或倾听教师讲解袁互动过程中袁教师在讲台或走廊中与

学生交互袁学生注视屏幕或倾向教师给予回应遥除此之

外袁两类课堂都呈现出各自突出的互动特点院智慧课堂

中袁教师特别注重给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机会袁

让学生借助平板在小组内自由移动参与课堂练习尧

同伴交流尧作品创作尧成果分享尧评价反馈等丰富的

学习活动袁教师则抓住时机给予引导袁促使学生更深

入地思考袁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高曰而多媒体课堂中袁

学生主动参与活动的机会比智慧课堂少很多袁 虽然

也有学生面对传统课本进行课堂练习尧 面对同伴进

行互动交流袁 但整个课堂中教师特别频繁地在走廊

间走动尧提出开放性问题尧采纳学生意见尧鼓励表扬袁

学生相应地坐在原位或起立面向教师尧倾向教师尧面

向屏幕作出应答袁学生主动学习的机会就少了遥

渊二冤多模态教学过程分析要时序视角

为了以时间序列分析智慧课堂多模态互动情形袁

研究选取两个课堂中成果分享与评价教学片断进行

分析袁分别绘制智慧课堂和多媒体课堂多模态教学过

程图 5和图 6渊横向表示时间序列袁纵向表示多模态

共现冤遥 成果分享与评价是两个课堂中教学活动最后

一个环节袁是在学生复习完本节课知识点后袁掌握词

语的意思和比喻句的构成袁根据教师给出的词语自己

写出一个比喻句袁并分享成果的教学环节遥 对比图 5

和图 6可知袁在成果分享与评价环节袁两类课堂的教

学互动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院

第一袁 智慧课堂的成果分享是由学生将成果提

交至教师端渊T4冤袁教师通过大屏幕向全体学生展示

渊T5冤完成的袁学生身体姿态所呈现的交互对象依次

是正前方渊B9袁B10袁教师和屏幕在一起冤尧平板电脑

渊B17袁B18冤尧屏幕渊B13袁B14冤尧学生渊B15袁B16冤和教师

渊B11袁B12冤曰多媒体课堂的成果分享是由学生起立读

图 4 多模态 A-T-M-B互动序列前 30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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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慧课堂成果分享与评价多模态过程图

图 6 多媒体课堂成果分享与评价多模态过程

出写在纸上的句子来分享的袁学生发生的位置移动是

在座位上起立或坐下渊M6冤袁学生身体姿态所呈现的

交互对象依次是教师渊B11袁B12冤尧学具渊B20冤尧学生

渊B15袁B16冤和屏幕渊B13冤遥

第二袁智慧课堂中袁学生完成学习成果时袁教师会

借助信息技术进行学情分析袁使师生双方了解学生完

成任务情况渊纵向 A-T序列 A10-A12-T4-T15冤袁再开

展成果分享与评价环节袁学情分析是智慧课堂特有的

教学互动遥

第三袁智慧课堂的评价活动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

成渊纵向 At-As序列 A11-A17冤袁学生利用平板电脑进

行作业互评渊纵向 A-T序列 A11-A17-T5-T9冤袁再由

教师选取满分作品和扣分作品袁 向评价小老师提问

渊横向 At序列 A11-A5冤野你觉得这个句子为什么写得

好钥 冶野XX的句子可以怎么改进钥 冶使学生在评价同伴

作品的同时袁不仅巩固了知识点袁而且学生之间实现

了转换角色深入互动曰多媒体课堂的评价活动是由教

师主导进行的袁学生只展示自己的成果渊纵向 At-As

序列 A11-A20冤袁教师对其进行点评和表扬渊横向 At

序列 A11-A3袁A11-A2冤袁再进入下一作品的展示与点

评袁学生没有参与成果的自评或互评活动遥

第四袁智慧课堂中袁当教师等待学生活动时袁教师

会走下讲台袁来到小组中间观察学生的活动并给予指

导 渊纵向 A-M序列 A6-A17-M3-M11袁A8-A17-M4-

M11冤曰多媒体课堂中袁不论是教师等待学生活动袁还

是点评作品或是鼓励表扬袁教师都是在讲台上或前排

走廊发生位置移动渊M2袁M1冤袁没有走进小组遥

第五袁智慧课堂中袁教师更加注重学生之间的情

感交互袁教师会在学生互评结束时袁引导全体学生为

评价小老师和满分学生点赞 渊纵向 A-M-B序列 A8-

A13-M5-M6-B1-B16袁A8-A13-M2-M6-B2-B16袁A8-

A13-M1-M6-B2-B16冤遥

五尧结论与反思

本研究从多模态学习分析的视角出发袁 对智慧课

堂教学互动展开研究袁构建了 ATMB慧课堂教学互动

模态分析框架袁 进而在具体课例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

ATMB智慧课堂教学互动多模态分析编码体系袁 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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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teraction of Smart Classroom Based on Multimodal Data

TONG Hui1, YANG Yanjun2

(1.College of Education,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2.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mart classroom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recently. Smart classroom has

strong interaction as its core featur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ynamically display the panorama of

smart classroom interact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multimod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ATMB smart

classroom interaction from teaching activities, technology use, position movement and body posture,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of smart classroom in terms of contextuality and tempor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multimodal analysis method presents the interaction in the smart classroom more eff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multimodal data analysis, the interaction of smart classroom presents significant

features compared to multimedia classrooms, for students are given a great deal of learning time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human-computer-object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and their peers' learning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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