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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数智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袁实现了对教师
教学行为的全方面尧立体化捕捉与综合评价遥 这种融
合通过增强教学现场的互动性袁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提
供了增值性评估袁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袁成为
推进教育革新的关键动力[1]遥教育部发布的叶教师数字
素养曳标准强调袁应利用数智评价对个人教学实践进
行分析[2]袁支持教学反思与改进袁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遥 课堂管理能力作为教师教学中的一项综合能力袁
是教师基本素质的集中体现遥深入解析教师课堂管理
行为的特征与发展规律袁对于诊断教学问题尧优化教
学实践尧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以及促进其专业成长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遥
传统教育研究范式下的课堂管理行为研究通常

局限于单一渠道对单一行为的观察袁限制了我们对复
杂教学生态中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全面理解[4]袁数智
化转型正呼唤课堂管理行为分析方法的转型与升级遥
基于多模态数据的分析能够揭示教师课堂管理行为

的微妙差异和动态变化袁实现对不同课堂管理行为和
特征的精准识别袁揭示教师在不同教学阶段如何调整
其管理行为以响应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袁进而推进
精准教学的实施遥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话语尧动作尧眼
动尧生理等多模态数据袁探索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深
层特征及其时序发展规律袁为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实
践提供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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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智能评估与精准诊断是数智时代教师素养提升和教育实践变革的关键抓手遥 研究采

用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法袁深度解码了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模式及其特征遥 为精确捕获和量化教师课堂管理表现袁构建

了一个四维分析模型袁涵盖了 9项一级指标和 24项二级指标袁通过加权融合多模态数据袁实现了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

的定量评价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可归纳为教师中心型尧常规稳定型及灵活适应型遥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特

征可总结为自我管理一致性尧学生管理弹性尧内容聚焦性与环境管理恒常性四个维度遥 时序分析揭示了教师在教学进程

中管理行为的动态演变袁从初始的引导学生到赋权学生袁连续的策略优化映射出教师专业能力的逐渐展现和对课堂生

态的灵活适应遥 研究深化了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认识与理解袁为未来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评估与优化提供了一种新

的分析框架和实证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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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 文献综述

渊一冤课堂管理行为
课堂管理行为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确保教学

顺利进行袁对学生行为进行引导尧控制和调整的重要
教育行为遥 作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袁课堂管理行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教学质量和效果
的直接影响[5]遥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模式尧
内容分类尧影响因素及策略提升等方面遥
首先袁关于课堂管理模式的研究袁可以归纳为控制

取向尧人本取向和团体动力取向三种主流方向袁这些模
式深植于心理学理论袁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
与完善遥 其次袁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多维度特性也得
到了充分的关注袁包括自我管理尧学生管理尧内容管理
和课堂环境管理等方面[6]遥自我管理关注教师如何有效
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袁 以确保教学活动的流畅进
行曰学生管理着重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的行为袁激发
他们的积极参与曰内容管理涉及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有
效组织和传递曰而课堂环境管理则着眼于创造和维护
一个积极的学习氛围遥 再次袁鉴于教师的课堂管理能
力对教育质量的重要性袁 学者提出了多种策略以提升
这一能力袁这些策略涵盖了教师尧学生尧学校和社会等
多个层面[7]遥 最后袁已有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来探讨教
师课堂管理行为袁包括行为观察尧问卷调查尧教育干预尧
跨文化比较和技术应用等袁 较多的是通过准结构观察
法分析新手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袁其次是问卷调查入
职教师的课堂管理现状袁以及采用比较方式对比对外
汉语教师与国内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8-9]遥 此外袁研究
者开始关注如何利用技术工具和平台支持并分析教

师的课堂管理行为袁虚拟现实技术及眼动追踪技术成
为提升职前教师课堂管理技能的关键工具[10-11]遥

可见袁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
展袁涵盖理论模式尧内容分类及策略提升等多个维度袁
数字工具的应用也为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研究带来

了新的思路袁这些技术手段与研究成果的结合袁进一
步促进了课堂管理行为研究的系统性与高效性遥

渊二冤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教师行为分析
在教育研究领域袁多模态数据分析的兴起为解读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带来了新的视角遥这种分析方法通
过整合眼动尧音频尧视频等不同数据源袁突破了传统单
一模态分析的限制袁提供了一个复合型的视角审视教
学互动过程遥其研究内容和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
进行阐述院
在基础研究层面袁多模态数据分析通过对教师的

肢体语言尧语音语调袁以及学生的非言语反应等进行
捕捉和分析袁提供了一种全面评估教师课堂管理行为
的新途径袁多模态数据分析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体现
在利用眼动尧音频尧视频和身体动作数据分析教师的
教学过程[12]遥在教师专业发展层面袁多模态数据分析为
教师提供了自我反思和成长的机会[13]袁通过分析教学
资源数据尧课程内容数据和教学活动数据袁综合评估教
师的教学投入状态[14]袁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数据
支持遥 在提升教育教学实效性层面袁细粒度的教学行
为分类和识别使得教育教学活动更加精准有效[15]遥 有
研究基于深度循环神经网络设计了教师教学自动识

别系统袁 为实时反馈和教学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持[16]遥
在跨学科融合层面袁多模态数据分析推动了教育学与
计算机科学尧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融合[17-18]袁这种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教师的未来发展尧教育改革以及教
学效果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遥

然而袁多模态数据分析在实际应用中的难点不容
忽视遥 如何融合来自不同模态的数据袁以及如何解决
这些数据在时间序列和细节层次上的差异袁都是当前
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遥 在这方面袁也有学者提出了
一些解决策略袁即划分行为维度并结合多模态数据进
行交叉验证[19]袁这些方法为多模态数据的综合分析提
供了可行的路径遥

综上所述袁通过融合多模态数据描绘教师课堂管
理行为特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
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院渊1冤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模型
的分析框架与度量指标是什么钥 渊2冤如何采集尧融合多
模态数据来表征教师课堂管理行为钥 渊3冤在常态教学
过程中袁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行为特征尧分类识别及
时序发展特征是什么钥

三尧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分析
框架及度量指标

渊一冤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分析框架
在教学过程中袁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是复杂且多

维的袁涉及丰富的多模态数据遥为全面理解这些行为袁
研究聚焦于课堂管理行为本身袁综合分析其核心维度
并构建基于多模态数据的分析框架袁以便更精准地解
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管理行为遥教师课堂管理行为
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遥

通过文献梳理袁确定了教师课堂管理的四个核心
维度院自我管理尧学生行为管理尧教学内容管理及课堂
环境管理袁为全面获取教师课堂管理的多模态数据提
供了基础遥 根据这些维度的特征袁使用智能感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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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维度
权重

一级观

测指标
权重 二级观测指标 权重

A
自我管

理行为

0.1181

A1教态
管理度

0.0906

A11对言谈举止尧体
态尧表情的关注

0.0463

A12衣着整理 0.0226
A13体态语管理 0.0217

A2情绪
管理度

0.0275
A21情绪达到峰值 0.0207

A22情绪转化 0.0069

B
管理学

生行为

0.5499

B1
关注度

0.3428

B11无视不提醒 0.1098
B12接近学生 0.0334
B13规则提醒 0.1006
B14语言激励 0.0990

B2
治理度

0.1432

B21眼神接触 0.0368
B22点名提醒 0.0358

B23请做出不良行
为的学生回答问题

0.0706

B3
导向度

0.0584

B31以教学目标为
导向

0.0194

B32以问题为导向 0.0199
B33以评价语为导向 0.0191

C
教学内

容管理

行为

0.2741

C1
完整度

0.0685

C11教学内容全面
性管理

0.0514

C12教学内容深入
性管理

0.0171

C2
熟练度

0.2057
C21关注教学材料 0.0218
C22教学工具调整 0.0536

C23时间管理 0.1302

D
课堂环

境管理

行为

0.0579

D1环境
舒适度

0.0107
D11维护空间环境 0.0027
D12安排教室空间 0.0080

D2课堂
活跃度

0.0472
D21活动课堂气氛

行为
0.0102

D22师生互动 0.0370

进行数据采集遥生理仪和智能录播系统用于收集自我
管理和课堂环境管理的生理和视频数据袁眼动仪和录
音笔用于捕捉管理学生行为的眼动和音频数据袁教学
内容管理则主要通过视频和访谈采集数据遥将多模态
数据分析处理后袁转化为智能分析所需的格式袁并确
保不同数据模态在时间轴上的一致性袁最终进行个体
与融合特征值的计算尧统一度量单位的建立袁以及分
类识别和多模态时序数据的同步融合分析遥

渊二冤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度量指标
在构建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分

析框架中袁 研究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遥
这一过程包括深入分析相关文献袁以四个核心维度为
基础逐层细化子指标袁并初步构建分析框架袁随后通
过问卷收集专家对指标体系重要性的评价和建议遥两
轮咨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0.519和 0.646袁 表明专家
意见逐渐一致袁结果具有可靠性渊 <0.001冤遥

为确定各指标权重袁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袁构造递
阶层次结构模型袁 制定相关项目和说明信息袁 并选择
AHP模型收集数据袁通过对专家数据进行决策分析袁对
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及指标权重计算袁最终得到教
师课堂管理行为度量指标及指标权重框架袁见表 1遥

四尧 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哈尔滨 X中学进行了常态教学环境下

的数据采集袁 并对所得多模态数据进行了融合分析遥
研究对象均为右利手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袁男女教
师各一半袁通过采集 10位教师的生理尧眼动尧视频尧访
谈数据对其进行定义和量化袁 采用 ErgoLAB 人机环
境同步平台 V3.0 进行定量化的采集与分析袁 数据结
果通过分析功能模块进行过滤尧提取与统计分析遥

图 1 多模态视域下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分析框架

表 1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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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多模态数据采集与分析
为深入理解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复杂性袁构建了

一个面向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多模态分析流程渊如图
2所示冤袁 用于提取和融合能够表征教师课堂管理行
为的关键特征遥

1. 多模态数据采集
探析教师在课堂管理过程中的行为特征的关键

在于多模态数据的全面获取袁研究根据课堂管理行为
的核心维度确定了需要采集的五种模态数据袁分别通
过便携式生理仪尧Tobii glasses 3眼动仪尧录播系统和
录音笔等工具进行生理尧眼动尧视频尧音频和访谈数据
的采集袁实现通过非干预式及伴随式采集方式获取全
方面尧多维度的课堂管理行为数据遥

2. 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各维度特征提取
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特征提取

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量化指标和分析技术遥在教师课
堂管理行为的度量指标体系中袁自我管理行为涉及教
态管理度渊A1冤和情绪管理度渊A2冤两个观测指标遥 教
态管理度渊A1冤通过统计教师的自我关注动作尧衣着和
教态调整的频次与持续时间计算特征值曰情绪管理度
渊A2冤结合皮肤电导反应和语音特征变化袁统计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的情绪转换次数与水平袁综合生理数据和
音频分析得出特征值遥
管理学生行为的观测指标包括关注度渊B1冤尧治理

度渊B2冤和导向度渊B3冤遥 关注度渊B1冤通过眼动仪和录
播系统记录并分析教师的注视点尧时长及言语关注次
数袁 利用数据可视化工具融合计算关注度特征值曰治
理度渊B2冤评估教师处理学生行为问题的方式和严格
程度袁 通过统计注视特征和言语管理指令的频次袁得
出特征值曰导向度渊B3冤通过音频数据统计不同引导方
式的出现频次评价教师的指导能力遥

教学内容管理行为的观测指标为完整度渊C1冤和

熟练度渊C2冤遥 完整度渊C1冤通过对教学音频转录文本
的分析袁结合权重分配袁计算全面性管理和深入性管
理的特征值曰熟练度渊C2冤涉及教师对教学内容掌握程
度的综合计算袁包括时间管理次数尧材料注视时长和
工具调整次数袁并通过权重分配其特征值遥

课堂环境管理行为的核心观测指标为环境舒适

度渊D1冤和课堂活跃度渊D2冤遥 环境舒适度渊D1冤分析教
师与课堂环境相关动作的频次袁通过动作编码统计分
析得出特征值曰课堂活跃度渊D2冤通过师生互动频次和
课堂氛围的统计分析计算特征值遥

3. 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
在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分析中

捕捉教师的多维度状态与行为表现袁其中袁数据融合
是分析的关键遥 这需要在不同观测指标中识别特征
值袁并根据特征值的重要程度赋予权重遥具体而言袁需
要将定量数据渊如频率尧时间等可量化的指标冤与质性
数据渊如观察记录尧访谈等描述性信息冤结合起来袁对
这些数据进行时间轴对齐袁 根据先前确定的权重分
配袁将各指标特征值融合袁计算出四个维度的综合特
征值袁深入挖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尧分类
识别以及时序演变的发展规律遥 具体融合公式为院A
渊自我管理行为冤=A1渊教态管理度冤伊0.0906+A2渊情绪
管理度冤伊0.0275遥 B 渊管理学生行为冤=B1 渊关注度冤伊
0.3428+B2渊治理度冤伊0.1432+B3渊导向度冤伊0.0584遥 C
渊教学内容管理行为冤=C1渊完整度冤伊0.0685+C2渊熟练
度冤伊0.2057遥D渊课堂环境管理行为冤=D1渊环境舒适度冤
伊0.0107+D2渊课堂活跃度冤伊0.0472遥

五尧 研究结果

通过定量评估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水平袁 实现
了对教师个体与群体课堂管理行为的全面探索遥 从
个体行为特征尧 群体特性以及时序变化三个维度勾

图 2 面向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多模态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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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教师课堂管理的行为特征尧类别群体及时序演变
趋势遥

渊一冤基本特征分析与分类识别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袁计算了教师课堂管理四个核

心维度的均值渊 冤和标准差渊 冤袁以分析不同教师的
管理行为特征和波动状态遥 自我管理的稳定性渊 =
0.65冤表明教师在情绪和教态管理上的均衡袁为教学
质量提供了基础遥 相对而言袁管理学生行为的波动较
大渊 =18.21冤袁反映了教师应对学生挑战时的策略多
样性袁 这种差异性源于教师的个体经验和教学风格遥
教学内容管理的差异性渊 =7.86冤凸显了管理的不均
衡袁部分教师在这一维度上显著高于均值渊 =31.00冤遥
环境管理的差异性渊 =0.93冤表明袁尽管在其他领域
存在差异袁 但教师均能有效维持稳定的学习环境袁其
均值渊 =1.57冤呈现小幅波动遥

为深入探究这些特征袁将四个管理行为维度的数
据进行统一单位转换后可视化呈现袁采用描述性统计
中的样本离散度方法袁计算平均数及标准差袁确定了
管理水平的量化范围袁其中袁平均数加减标准差定义
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遥据此袁结合行为观察尧生理数据
和访谈资料袁将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分为低尧中尧高三
个水平区间袁利用这些区间进行聚类分析袁识别出不
同的课堂管理行为类别遥

基于统一度量单位后的四个维度袁 进行聚类分
析袁得出三种课堂管理行为类别袁如图 3所示遥首先是
教师中心型袁这类教师整体管理水平最低袁偏好沉浸
式教学曰其次是常规稳定型袁表现出中等水平的稳定
性袁遵循标准的管理规则并倾向于预防性策略曰最后
是灵活适应型袁 管理行为在所有维度均处于最高水
平袁教学过程中能灵活调整管理行为袁课堂活跃度和
学生积极性最高遥

图 3 四种管理行为特征水平聚类群体

渊二冤类别特征分析
在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基本特征进行初步分

析之后袁 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类别教师的课堂管理水
平基本特征袁 揭示了各类教师在课堂管理中的行为
倾向遥 不同类型教师课堂管理水平基本特征如图 4
所示遥

注院A为自我管理行为袁B为管理学生行为袁C为教学内容

管理行为袁D为课堂环境管理行为遥

图 4 不同类型教师课堂管理水平基本特征

教师中心型教师在教学内容管理上表现出色袁但
在其他管理维度上表现不足遥这类教师主要专注于教
学内容的传递袁对其他管理行为关注较少袁教学管理
流程显示出个性化的教学管理风格袁与常规教学模式
有显著差异遥

常规稳定型教师在四个课堂管理行为维度上表

现均衡袁处于中等水平遥 在自我管理和课堂环境管理
中表现平衡袁而在管理学生行为和教学内容管理上表
现突出遥 这类教师特点是课前明确强调行为规范袁确
立课堂期望遥

灵活适应型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雷达图显示较

大面积袁 四个核心管理维度均展现高水平管理能力遥
尤其在学生行为管理和教学内容管理方面占优势袁能
灵活适应多变课堂环境袁迅速应对异常行为袁提高课
堂活跃度遥

渊三冤教师课堂管理行为时序特征分析
在综合分析教师个体及群体层面的课堂管理行

为特征的基础上袁进一步探究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时
序动态演化过程遥将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按照课堂教
学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袁将 40分钟的课程渊一节课共
采集 45分钟的多模态数据袁 其中课前 5分钟为静息
数据采集和眼动数据校准时间袁 不计入分析范围冤划
分为前 13分钟尧中 13分钟尧后 14分钟袁以时间为单
位袁对教师在这三个阶段的课堂管理水平进行多维度
可视化分析遥

1. 不同教师群体多模态时序数据同步融合分析
图 5展示了不同类型教师群体的多维课堂管理

行为状态袁通过同步生理尧视频和眼动时序数据揭示
管理行为的动态特征遥

教师中心型教师的时序数据显示了教师情绪和

注意力的阶段性变化遥 皮肤电导水平前低后高袁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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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波动增强曰自我管理行为集中在前 13分钟袁而管
理学生的时间分布均匀袁 教学内容管理行为占主导袁
课堂环境管理在课程开头和结尾更为频繁曰注视热点
集中在教室中间后部袁缺乏均衡性袁反映出视觉管理
策略的局限性遥

常规稳定型教师的时序数据显示其注视特征具

有不均衡性袁 主要关注左前部分和中间列前部的学
生曰皮肤电导反应整体呈上升趋势袁水平居中袁波动幅
度小曰行为分析表明袁管理学生行为的频率明显高于
其他三种行为袁教学内容管理频率较低袁课堂环境管
理与自我管理行为出现次数则较为均衡遥

灵活适应型教师在课堂管理中表现出均匀分布

的眼动注视特征袁能够关注不同部分的学生袁经访谈
可知袁这得益于对学生座位安排的精细管理曰皮肤电
导反应数据高袁波动小袁呈上升趋势袁显示教师快速进
入状态并持续增强投入曰行为分析显示袁该类教师管
理学生行为频率最高袁逐渐增加袁教学内容管理在前
13分钟频繁袁后逐渐减少袁与教师投入和学生水平相
关袁课堂环境管理行为频率高于其他类别袁课程后 14
分钟频次最高遥

2. 基于多模态时序数据的分层递进诊断分析
通过对多模态时序数据的分层递进诊断分析袁采

用多模态数据融合方法袁计算得出教师课堂管理行为
在不同时段的数值袁如图 6所示遥 纵轴是教师课堂管
理水平均值袁由多维度数值加权平均得到渊不同时段

内教师行为数据尧眼动数据及生理特征数据等综合分
析冤袁是教师管理行为的综合表现遥横轴是按照课堂教
学时间将 40分钟的教学行为分析划分为前 13分钟尧
中 13分钟尧后 14分钟三个阶段遥

教师中心型教师的自我管理水平在前 13分钟较
低渊0.30冤袁但情绪调整后自我管理水平有所上升遥学生
管理行为在中间 13分钟显著下降渊2.73冤袁这是因为课
中教师开始减少对学生行为的干预以确保教学的连

贯性遥 教学内容管理在课中 13分钟上升渊3.91冤袁后 14
分钟下降渊2.44冤袁说明教师从课中关注教学内容到后
面转向学生行为遥 课堂环境管理变化小渊0.014冤袁显示
教师更专注于教学内容遥 综合分析揭示教师从引导式
向赋予自主权的教学转变袁体现在自我管理和情绪调
节的初期波动尧有意识的学生管理调整尧教学内容管
理的逐步增强袁以及对环境管理的稳定关注遥

常规稳定型教师的自我管理水平在课程后 14分
钟达到高峰渊0.42冤遥 由访谈可知袁这是为了保持课堂
秩序和强化教学效果的策略性调整遥学生管理行为在
课中 13 分钟显著提升渊3.64冤袁与学生注意力周期性
变化相关袁但后 14分钟降至 3.55袁是由于教师需要应
对更复杂的情感反应袁管理水平相对降低遥 教学内容
管理在中间 13 分钟达到高峰渊3.22冤袁此时教师专注
强化教学目标袁通过视觉注视和频繁时间管理提高对
教学内容的关注遥 课堂环境管理整体处于低水平
渊0.014冤袁但在前 13分钟和后 14分钟小幅波动袁与课

注院ZW为自我管理行为袁XS为管理学生行为袁NR为教学内容管理行为袁HJ为课堂环境管理行为遥 下同遥

图 5 不同类别课堂管理行为时序数据同步融合

图 6 基于多模态时序数据的分层递进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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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结构安排有关遥这类教师的管理风格和监控能力为
学生创造了有序的学习环境袁 减少了不确定性和焦
虑袁促进了自我规范袁构建了积极的教学氛围遥

灵活适应型教师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技巧和对教

学挑战的专业适应性遥 自我管理指数从前 13分钟的
0.35逐渐上升至后 14分钟的 0.40袁特别是在体态语
管理和情绪转化方面袁 体现出教学中不同情境下的
自我监控强化遥 学生管理呈波动状态袁从前 13分钟
的 3.70 到中间 13 分钟的 4.10袁 然后略有下降至
3.90袁 这反映出教师在鼓励学生深度参与的同时袁采
取了民主化策略遥 教学内容的管理保持整体稳定袁最
初的 13分钟达到最高点渊3.98冤袁之后略有下降袁表明
教师在课程初期对材料的高度关注和频繁的时间管

理袁 随后焦点有所转移遥 课堂环境管理从 0.25增至
0.32袁显示师生互动的增多袁营造了积极和支持的学
习空间遥 这类教师能够针对不同课程阶段调整管理
重点袁从自我管理到学生引导袁再到内容和环境的优
化袁展现了专业化适应性袁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和学
生的学习体验遥

六尧 研究结论

渊一冤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分类识别院教师中心
型尧常规稳定型及灵活适应型

通过深入分析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多维度特征袁
揭示了教师在自我管理尧学生行为管理尧教学内容管
理和课堂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不均衡表现袁这一发现突
破了单一维度评估的局限袁强调了综合评估和个性化
干预的必要性遥 教师之间管理行为差异显著袁这与教
师的教学经验尧教育背景尧个性特征及教学环境等因
素相关袁尤其在管理学生行为和教学内容管理方面差
异显著袁反映了课堂控制和指导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上
的个体差异遥 聚类分析将教师划分为教师中心型尧常
规稳定型和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别袁 分别在教师管理尧
情感连接尧自我发展尧重视规则/程序袁以及根据教学
情境灵活调整管理策略等方面表现出色遥

研究结果对设计有效的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活

动具有指导意义袁强调在实施教学改革和支持措施时
考虑教师个体差异袁并提供定制化支持以提升教学质
量遥 深入了解教师的管理行为特征袁可以为教师提供
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发展机会袁帮助教师提升薄弱领域
的能力袁从而提升整体教育教学水平遥

渊二冤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时序发展特征院从引导
到赋权的动态演变

在课堂管理的时序发展中袁不同教师群体展现出

了各自的行为模式袁但都呈现出从引导式教学向赋予
学生更多自主权的教学转变遥教师中心型教师在课程
初期自我管理水平较低袁但随着课程的进行袁情绪调
控能力和教学管理水平均表现出适应性的提升袁逐渐
减少了对学生行为的干预袁 更注重教学内容的传递袁
显示出向赋权式管理的转变遥常规稳定型教师在建立
秩序后袁能有效转移注意力袁采取积极的学生行为引
导策略袁教学内容管理在中间 13分钟达到高峰袁凸显
了教师在教学内容上的专业聚焦遥灵活适应型教师在
所有管理维度上均表现出最高水平的适应性袁自我管
理能力随时间强化袁对教学情境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尤
为突出[20]袁对学生的管理从稍显松弛到有效纠正问题
行为袁实现了从引导到赋权的平稳过渡遥

综上所述袁三类教师在课堂管理中都体现出了从
引导式向赋权式转变的时序发展特征遥这一特征与教
师的专业适应能力相关袁并随着时间呈现出动态的演
变过程遥同时也体现了教师利用专业知识和情绪智力
来优化学习环境的能力袁 确保课堂教学成为一个连
贯尧动态且富有成效的教育活动过程遥

渊三冤教师课堂管理行为四维特征院自我管理一致
性尧学生管理弹性尧内容聚焦性与环境管理恒常性

通过深入探析教师在不同时间段内各管理行为

的发展趋势袁提取出自我管理一致性尧学生管理弹性尧
内容聚焦性及环境管理恒常性等四个典型特征遥自我
管理一致性体现教师保持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相匹

配的稳定程度遥学生管理弹性体现教师通过不同的策
略渊如位置调整和动作指示冤管理学生行为的灵活程
度遥内容聚焦性体现在同一时段内不同类别教师对教
学内容的关注程度遥环境管理恒常性体现教师管理水
平的稳定态势渊如整体水平偏低袁反映出教师对教学
环境中物理和心理因素的感知程度较低冤遥

通过对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的特征挖掘和深入理

解袁不仅能够有效解构复杂的教学管理过程袁还能够
帮助教师有意识地调整教学管理策略袁优化教育教学
实践袁提升专业素养遥

七尧结 束 语

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是明晰教师课堂管理行为特

征与时序演变过程的关键手段袁扩展了对教师课堂管理
行为复杂性的认知视野[21]袁为未来评价与分析提供了创
新性分析架构和实证研究基础袁并为教师行为研究的纵
深拓展和精细刻画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分析工具遥

在未来研究中袁 有几个关键领域亟待拓展与深
化院首先袁设计长期性数据监测机制[22]袁持续追踪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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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堂管理的关键指标袁以便精确测量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的管理效能曰其次袁提升多模态数据分析工具的
性能与效率袁利用深度学习等算法来优化模式识别过
程袁 借助分布式计算和实时分析技术处理大规模数

据袁 同时通过交互式可视化工具简化复杂分析任务曰
最后袁开发智能感知系统以实时监测和分析教师课堂
管理行为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挖掘袁实时评估
管理效果袁并根据数据驱动的结果提供改进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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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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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ing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rowing into a new type of technology
base, providing a soli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This study
introduced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to ubiquitous
learning: systematicity, iterative evolution, and openness. Drawing on these principles, a ubiquitous
education application model supported by LLM technology was constructed. This model was driven by the
needs of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activity evalua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and formed various closed
loops through continuous interaction with LLMs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the whole -process support.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ubiquitous learning scenario of teacher training in teaching skills, the
validity of the application model was verifi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digital awareness and their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kills.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re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ubiquitous learning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service-oriented
tutoring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spaces; leveraging multi -channel learning
environment data perception to facilitate the pervasive learning intelligence; and establishing "human -
computer-object" social interactions to achieve deep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Key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 Ubiquitous Learning; Application Scenario; Strategy;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

[Abstract] Intelligent evaluation and precise diagnosis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are the key to improve teachers' competencies and change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employed multimodal data fusion analysis method to deeply decode th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capture and quantify
the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a four-dimensional analysis model was constructed,
covering 9 primary and 24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was achieved through the weighted fusion of multi-modal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teacher-centered
type, the routine-stable type, and the flexible -adaptive typ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dimensions: consistency in self-management, flexibility
in student management, focus on content, and constancy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emporal analysis
reveal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eachers' management behaviors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process, from
initially guiding students to empowering students, and successive optimization of strategies reflects the
gradual demonstr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heir flexible adaptation to the classroom
ecology. The stud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provides
a no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s.

[Keywords] Multimodal Data;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Behavio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Tempo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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