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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微观教育公平：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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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义务教育已基本实现均衡发展袁教育公平的关注点正转向微观教育过程袁进入后均衡时代遥 同步课堂

是推动义务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具体实践袁其交互环境独特尧交互主体多元尧城乡学生社会文化背景差异显著袁其实

践效果与面临的挑战备受学术界关注遥 然而袁少有研究从微观教育公平视角深入剖析教学过程遥 因此袁研究基于分配正

义和承认正义理论袁构建了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观察量表袁对同步课堂进行跟踪分析遥 研究发现袁教师眼神关注尧对话

机会及知识建构机会分配不均曰教师在课堂对话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袁抑制了学生主动性曰在与两地学生的互动中袁教

师的包容性和关怀性有待提升遥 此外袁这些公平问题呈现固化趋势遥 为此袁研究提出改进建议袁旨在构建平等尧民主且关

爱的课堂环境袁探索后均衡时代教学过程公平的新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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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遥 21世
纪以来袁 国内外对教育公平的关注点由宏观的教育
公平转向微观的尧 更具人文关怀的教育过程公平[1]遥
OECD 指出课堂教学对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要作
用袁它应为学生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袁并关注个体发
展遥我国已基本达成教育起点公平袁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追求野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冶袁党的二十大报告再
次强调野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袁发展素质教育袁促进
教育公平冶袁 学术界也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公
平遥课堂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重要场域袁教学过程
公平是微观教育公平的实践起点[2]遥 因此袁洞察教学
过程中微观的师生活动是促进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

质量的重要途径[3]遥

同步课堂是推动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袁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4]遥
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同步课堂的组织管理[5]尧师生互动[6]尧
教师角色危机[7]等问题袁鲜少从微观教育公平的视角
探讨公平性问题遥 同步课堂中袁城乡学生社会文化背
景和互动环境差异显著袁教师需要确保教学内容的文
化适应性袁并统筹调控城乡学生的课堂参与袁使双方
都能得到适当关注和引导遥这不仅考验教师的专业能
力袁也是保障教学过程公平尧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遥因
此袁亟须从微观教育公平视角深入剖析同步课堂实践
现状袁探索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遥

教学过程公平深度剖析亟须建立一种复合的正

义观遥 先前研究往往基于分配正义探讨教学过程公
平袁强调教学资源和学习机会的均等分配袁但难以调
控师生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关系遥承认正义则强调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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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等基础上的认可与尊重遥 教育是人际互动的过
程袁教育公平不仅涉及教育权利尧机会和资源的分配袁
还有微观领域的课堂生活和师生交往袁需结合分配和
关系的视角综合理解[8]遥因此袁本研究结合分配正义和
承认正义理论袁构建教学过程公平观察量表袁跟踪分
析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的实践现状袁为同步课堂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基于证据的参考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微观教育公平研究现状
微观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理论剖

析尧现状调查尧应对策略和研究工具等四个方面遥 其
中袁理论剖析主要聚焦于教学过程公平的内涵 [2]尧构
成因子[9]尧研究内容框架[10]等遥 现状调查揭示了教学过
程中学习机会和师生关系的不公平问题遥学习机会方
面袁殷玉新指出学生在参与学习的权利和自由尧获得
学习资源以及发展类学习机会上存在不公平[11]袁如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能使学生参与高质量的教学

实践[1袁12]袁学生的社会文化经验也会导致其答问机会
的不公平[13]遥 师生关系方面袁家庭经济状况和学历水
平影响学生获得的教师情感支持程度[12]遥 针对这些问
题袁研究者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如课堂互动机会获得机
制[14]袁野学生为中心冶的对话实践袁提升教师的文化敏
感性以及情绪健康等[12]遥 研究工具方面袁李金钊开发
了包含学生参与尧教师反馈尧关注等六个维度的观察
量表[15]曰王建军设计了目标尧评价尧反馈等十个维度的
学习机会调查问卷[16]袁Chory开发了包含分配尧过程和
互动三部分的教学公平调查问卷[17]遥
综上所述袁教学过程公平的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

和挑战袁需要持续关注并改进遥 问卷作为研究教学过
程公平的重要工具袁在数据收集方面较为便捷袁但易
受主观因素影响袁限制了对教学过程公平现状的真实
理解遥 现有观察量表虽能反映教学过程公平的内涵袁
但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2]袁可操作性不强袁易导致观察
结论不一致甚至矛盾[16]遥 因此袁深度理解教学过程公
平还需要基于科学的理论指导构建更具操作性的观

察量表遥
渊二冤同步课堂的教学过程公平研究
同步课堂是使用视频会议系统连接不同地区的

两个班级袁实现网络课堂和物理课堂的混合袁课堂组
织方式通常用来连接本地渊城市冤和远程渊农村冤的班
级袁以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18]遥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
师生互动特征以及两端学生的学习差异遥师生互动方
面袁相关研究分析了同步课堂中师生互动的序列特征

和多模态行为特征[6]遥学习差异方面袁有研究指出远程
学生的课堂临场感和参与度较低袁 而本地学生在认
知尧行为和情感的参与度都高于远程学生[19]遥 然而袁也
有研究指出教师对两端学生的关注度基本相同[20]袁两
端学生的课堂参与无显著差异[21]遥

师生互动是教学过程公平的重要体现遥 然而袁当
前研究多聚焦于提升学生参与度袁尤其是远程学生[22]袁
缺乏从公平视角的深入探讨袁限制了对同步课堂教学
效果的全面理解遥 此外袁两端学生参与度的研究结果
存在分歧袁表明同步课堂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实际
成效尚待全面且深入的评估遥因此袁需加强调查研究袁
精准把握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的实践现状袁为优化
该教学模式提供实证依据袁确保城乡学生都能获得公
平且有质量的教育遥

三尧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观察量表的设计

渊一冤正义理论
在教育领域袁 公平是教育质量的重要内涵之一遥

教学过程公平要求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平等

的机会和资源袁并感受到尊重遥 正义理论为理解教学
过程公平提供了深刻洞见[2]遥 分配正义理论强调平等
和补偿两个基本原则袁要求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并优先
支持弱势群体袁以实现实质平等[23]遥 承认正义以尊严
为核心袁包括爱的承认尧法权承认和成就承认三种形
式袁指向人与人的社会要心理关系袁强调师生互动应
充满关怀尧平等尧尊重以及对学生的个性化赞许[24]遥 分
配正义从外部保障学生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袁
而承认正义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袁这不仅解决了人格
尊严尧心理影响等教育内部资源的分配问题[8]袁更契合
通过人际互动推动个体发展的教育本质要求遥 因此袁
二者可相互补充袁 共同为教学过程公平提供理论依
据袁分析教学中的互动机会尧知识建构方式尧教师关注
及师生关系袁深入洞察同步课堂的公平性遥

渊二冤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观察量表
本研究基于分配正义和承认正义理论袁 从师生交

互视角构建了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观察量表 渊见表
1冤遥分配正义视角下袁选取对话机会[16]尧知识建构机会[12]

和教师关注[25]三个指标遥 对话机会通过学生答问尧分
享作品和同伴互评等方式体现袁是学习机会均等分配
的重要指标[3]遥对话机会并不等同于知识建构机会袁因
为后者取决于教师的提问和反馈方式遥 因此袁本研究
将提问尧答问尧反馈及评价等的知识建构过程纳入学
习机会的分析范畴遥 教师关注通过目光注视体现袁其
均等分配是教学过程公平的重要表征[16]遥 承认正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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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维度 子维度 编码类别 解释 编码

对话机会
学生

答问

主讲教师要本地学生 本地学生回答主讲教师问题 T-LS

主讲教师要远程学生 远程学生回答或在助讲教师的协助下回答主讲教师问题 T-RS

主讲教师要远程要本地学生 本地学生和远程学生回答教师问题 T-RS-LS

知识建构

机会

提问

类型

低阶问题 在知识尧理解尧应用层面引发反应的问题 Q-L

高阶问题 在分析尧综合尧评价层面引发反应的问题 Q-H

回应

方式

无效回答 学生回答内容与教师提问无关或不能回答教师提问 A-N

简单回答
学生对教师问题给予简单的回应袁如简单机械回答野是冶野好冶等曰学生
通过回忆已有的知识进行回答袁较少涉及复杂思维

A-S

认知回答
学生经过仔细分析尧论证后进行回答袁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和内容经过
思考尧判断和理解后作出回答

A-C

反馈

类型

无反馈 教师未对学生回答作出任何反馈 F-N

倾听式反馈 主讲教师对学生的回应进行评价或解释 F-L

追问式反馈 主讲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进一步的追问 F-Q

教师关注
目光

注视

面向本地学生 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向本地学生 E-L

面向远程学生 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向远程学生 E-R

道德关系 /
批评漠视型

师生对话忽视学生个体的内在需求袁 教师话语内容或形式上表现出
对学生的批评尧不尊重或不道德

M-C

尊重赏识型
教师重视学生个体的内在情感需求袁以友爱尧信任和赏识等言行表达
出对学生的高度尊重

M-R

教学关系 /
权威控制 师生对话以教师为权威袁师生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T-C

民主协商 学生积极参与对话袁师生之间是平等对话尧互动互惠的话语共同体关系 T-D

评价方式 /

无评价 教师未对学生回应作出任何评价 A-N

简单评价性 对学生的回答作出简单评价袁如正误判断 A-S

阐述性评价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以及学生表现作出明确评价 A-E

角下袁选取道德关系尧教学关系和评价方式三个指标遥
道德关系反映师生间是否充满爱与尊重曰教学关系反
映学生参与教学生活的民主平等性[26]曰评价方式则关
注教师能否给予学生个性化的鼓励和赞许袁体现成就
承认遥这些指标共同为评估同步课堂的公平性提供全
面依据遥

四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目标及问题
研究聚焦于我国西部一所野人工智能+教育冶试点

学校的同步课堂袁 通过分析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分配
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承认袁 探讨其教学过程公平的现
状袁为优化同步课堂提供依据遥 围绕该目标袁研究主
要聚焦以下问题院渊1冤同步课堂是否存在分配正义问
题钥 渊2冤同步课堂是否存在承认正义问题钥 渊3冤同步课
堂教学过程公平的动态趋势如何钥

渊二冤研究情景与对象
本研究以试点学校的美术同步课堂为案例遥该课

程由城区 S小学的优秀美术教师主讲袁农村 X小学助

讲教师协同教学遥研究选取学期前尧中尧后期的教学视
频袁利用野讯飞听见冶转录并人工校对袁形成课堂对话
记录遥教学视频与对话记录是分析同步课堂教学过程
公平的主要数据来源遥

渊三冤数据分析与处理
数据处理分两步进行渊如图 1所示冤遥 首先袁使用

EALN软件对教学视频进行标注院一是借鉴 IRF的对
话分析方法识别对话片段并标注对话主体曰二是标注
教师眼神注视方向曰三是统计不同对话主体的对话次
数及时长袁以及教师注视方向及时长遥其次袁对对话片
段进行内容分析院一是按照话语意义单元编码知识建
构以及教师评价方式曰二是以对话片段为分析单元判
断师生道德关系和教学关系遥编码由两名研究人员共
同完成袁编码一致性系数为 0.89袁信度良好遥由于同步
课堂教学模式的特殊性袁教师倾向于维持积极的课堂
氛围袁较少直接批评学生遥 我们将教师未给予学生明
确反馈或评价的对话片段编码为野批评冷漠冶袁旨在揭
示在师生互动中可能隐藏的关注不足或认可缺失问

题袁为深入审视和改进师生互动质量提供依据遥
表 1 同步课堂中教学过程公平课堂观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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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建构 编码类别
T-LS T-RS T-LS-RS

总计 字2

频数渊百分比冤 频数渊百分比冤 频数渊百分比冤

提问类型
低阶问题 45渊69.23%冤 18渊50.00%冤 6渊42.86%冤 69渊60.0%冤 5.522 0.063
高阶问题 20渊30.77%冤 18渊50.00%冤 8渊57.14%冤 46渊40.0%冤

回答类型

无效回答 6渊9.23%冤 3渊8.33%冤 5渊35.71%冤 14渊12.2%冤 9.552 0.049*

简单回答 33渊50.77%冤 17渊47.22%冤 3渊21.43%冤 53渊46.1%冤
认知回答 26渊40.00%冤 16渊44.45%冤 6渊42.86%冤 48渊41.7%冤

反馈类型

无反馈 15渊23.08%冤 8渊22.22%冤 2渊14.29%冤 25渊21.7%冤 11.802 0.019*

倾听反馈 32渊49.23%冤 24渊66.67%冤 4渊28.57%冤 60渊52.2%冤
追问反馈 18渊27.69%冤 4渊11.11%冤 8渊57.14%冤 30渊26.1%冤

注院* <0.05袁 ** <0.01遥

表 2 知识建构机会分布

图 1 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数据分析过程

五尧数据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同步课堂分配正义问题分析
1. 教师关注分配
统计结果显示袁 教师眼神注视本地学生 148次

渊总时长 1657.4s冤袁远程学生 90次渊总时长 1720.2s冤曰
教师对本地学生注视的最大时长尧平均时长以及恢复
时间均小于远程学生 渊本地学生和远程学生分别是院
57.6s尧11.2s尧0.05s曰1.1s尧19.1s尧2.8s冤袁可见袁教师对远
程学生倾向于长时间注视袁而对本地学生注视次数多
但单次时间较短遥 结合教学视频发现袁教师在讲课时
眼神常在电子白板和本地学生之间转换袁提问远程学
生时才会长时间注视袁且因为课堂管理渊如挑选学生尧
要求大声回答等冤导致远程提问时间较长遥总体来看袁
尽管教师对两端学生的总注视时长相近袁但在讲课时
给予本地学生更多眼神关注遥

2. 对话机会分配
统计结果显示袁 教师和本地学生的对话次数渊47

次冤高于远程学生渊32次冤遥 但是袁教师与本地学生对
话的最小尧最长尧平均以及总时长均小于远程学生渊本
地学生院0.1s尧100s尧20s尧851s曰远程学生院5s尧132s尧35s尧
1097s冤遥 结合教学视频发现袁教师与远程学生的对话
时长受课堂管理影响而延长遥 此外袁教师有六次同时
与两地学生对话的场景袁当远程学生回答困难或不准

确时袁 教师倾向于转向本地学生寻求补充或正确答
案遥可见袁尽管远程学生对话时间较长袁但本地学生拥
有更多与教师对话的机会遥

3. 知识建构机会分配
师生知识建构机会分配见表 2遥 统计显示袁教师对

本地学生的提问中低阶问题略多于高阶问题袁 导致本
地学生有更多简单回答袁认知类回答较少曰而对远程学
生的提问则相对均衡遥教师同时与两端学生的对话中袁
无效回答数量高于平均值遥就教师反馈而言袁远程学生
获得更多倾听式反馈袁 而本地学生则获得更多追问式
反馈袁尤其是教师同时与两端学生的对话中遥

知识建构认知网络结构如图 2所示袁本地学生的
对话模式中 野低阶问题要低认知回答要倾听式/追问
式反馈要无评价/简单评价冶存在较强的联结曰远程学
生则是 野高阶问题要高认知/低认知回答要倾听式反
馈/阐述性反馈冶 存在较强的联结遥 结合教学视频发
现袁教师常提出一些低认知问题袁多由本地学生进行
群答袁教师通常不作反馈或评价遥 而当提出正式问题
时袁教师倾向于优先邀请远程学生作答并给予倾听式
反馈遥可见袁尽管本地学生对话频次较高袁但其知识建
构深度不足袁而远程学生则获得了更多参与高水平知
识建构的机会遥

渊二冤同步课堂承认正义问题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袁从教学关系来看袁所有对话均由教

师主导袁对话的发起尧对象选择尧内容评价及终止均由
教师控制袁学生处于被动参与状态遥 可见袁尽管社会制
度保证了学生的受教育权益袁 但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
中对学生平等参与教育生活权利的承认还有所欠缺遥

从道德关系来看袁教师总体上对两地学生表现出
尊重和赏识袁但是少数情况下对学生回答未予反馈或
评价袁表现出冷漠态度遥值得注意的是袁在同时与两端
学生的对话中袁教师表现出批评冷漠态度的占比 83%
的比例袁显著高于平均值渊23.5%冤遥 结合教学视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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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步课堂教学过程中知识建构的认知网络结构

现袁此类情况多发生在远程学生无法回答或回答不佳
时袁 教师往往直接给出答案或转向提问本地学生袁体
现出对远程学生群体关怀不足遥

从评价方式来看袁教师对于两地学生的评价方式
最多的均是 野无评价冶袁野阐述性评价冶 次之袁野简单评
价冶最少渊本地学生院58.5%尧24.6%尧16.9%曰远程学生院
50%尧36.1%尧1.9%冤遥 结合课堂教学视频发现袁教师对
随意提问所引起的群答或简单认知回答通常不作评

价袁而对于精心设计的正式提问则能结合学生表现给
出阐述性评价及个性化点评遥 在不同主体对话情境
中袁教师评价方式不存在显著差异渊 =0.109冤袁表明教
师在学生成就承认方面的实践情况较好遥

渊三冤混合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的动态趋势分析
1. 教师关注分配的动态趋势
统计显示袁教师对本地学生的关注总时长呈现递

增趋势渊前尧中尧后期分别是 539.9s尧14.1s尧60.4s冤袁而对
远程学生的关注时长则先增后减渊前尧中尧后期分别是
619.6s尧6.4s尧467.3s冤的趋势遥 表明教师在教学中更习
惯于注视本地学生袁对远程学生的关注度有待提升遥

2. 师生对话机会分布的动态趋势
统计显示袁同步课堂对话机会公平经历了动态调

整的过程遥初期袁远程学生的对话机会较少袁随着时间
的推进袁尽管教师与本地学生的对话次数占比持续保
持较高水平渊前尧中尧后期分别是 57%尧58%尧51%冤袁但
远程学生的对话次数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渊前尧中尧后期分别是 36%尧33%尧42%冤遥 此外袁教师与
远程学生对话时长占比逐渐增加渊前尧中尧后期分别是
13%尧17%尧16%冤袁而与本地学生的对话时长占比相应
减少渊前尧中尧后期分别是 14%尧1.6%尧7%冤袁表明教师
在努力平衡两地学生的对话机会遥

3. 知识建构的动态趋势
知识建构模式的动态趋势如图 3所示袁本地学生

在前尧后期的知识建构模式相似袁均以低阶问题引发
低认知回答及缺乏相应反馈和评价为特点遥 相比之
下袁远程学生的知识建构模式从中期开始展现出积极

趋势袁教师的问题水平较高袁学生回答的认知水平也
有提升袁并伴有倾听式反馈和阐述性评价袁后期虽出
现较多低阶问题袁但整体上远程学生在知识建构中享
有更多触及高阶思维尧促进深度学习的机会遥

图 3 师生对话知识建构模式动态趋势

4. 师生关系及评价方式的动态趋势
师生关系的动态趋势见表 3袁教师对本地学生的

尊重赏识态度先增后减袁但整体高于平均水平曰对远
程学生的尊重赏识态度则随学期推进而稳步增强遥值
得注意的是袁在同时与两端学生的对话情境中袁教师
始终表现出相对冷漠的态度袁尤其在学期中段袁冷漠
态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渊 =0.007<0.01)遥 可见袁教师整
体上能够做到尊重赏识学生袁但是在同时与两端学生
的对话中袁其关怀和包容方面还有待加强遥

如表 4所示袁 教师对两地学生的评价方式在前尧
中尧后期无明显变化袁始终以野无评价冶为主袁辅以野简单
评价冶和野阐述性评价冶对学生成就进行个性化反馈遥卡
方检验显示袁三个阶段的评价方式分布无显著差异渊 >
0.05冤遥 这表明教师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评价风格院即对
随意提问引发的群答和简单回答不予反馈和评价袁而
对于正式提问和学生表现则会给予个性化评价遥

六尧研究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存在分配正义问题
1. 教师眼神关注分配不均
研究显示袁教师对两地学生关注时长相近袁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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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师生道德关系
T-LS T-RS T-LS-RS

总计 字2

频数渊百分比冤 频数渊百分比冤 频数渊百分比冤

前期
批评冷漠 4渊19.05%冤 5渊41.67%冤 1渊100.00%冤 10渊29.40%冤 4.36 0.113
尊重赏识 17渊80.95%冤 7渊58.33%冤 0渊0.00%冤 24渊70.60%冤
批评冷漠 1渊6.67%冤 2渊22.22%冤 2渊100.00%冤 5渊19.23%冤 9.976 0.007**

尊重赏识 14渊93.33%冤 7渊77.78%冤 0渊0.00%冤 21渊80.77%冤
批评冷漠 2渊18.18%冤 1渊9.09%冤 2渊66.67%冤 5渊20.00%冤 4.92 0.085
尊重赏识 9渊81.82%冤 10渊90.91冤 1渊33.33%冤 20渊80.00%冤

中期

后期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袁 即远近两端学生感受到的教师关
注基本相同[20]遥 但细粒度分析发现袁教师在讲课时与本
地学生的眼神互动更频繁遥 眼神互动能增强学生的教
学感知袁促进认知投入[27]遥 鉴于教师的平等关注是同步
课堂成功的关键因素[28]袁建议教师加强与远程学生的
眼神互动遥 实践中袁可以通过改善技术条件袁如采用更
大的显示设备展示远端学生画面袁 并将其置于教师视
线自然触及之处袁 替代本研究中悬挂于教室后方的小
屏幕袁以便教师更清晰地观察远端学生状态袁增强课堂
临场感以及互动真实性袁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遥

2. 课堂对话机会分配不均
研究显示袁本地学生虽拥有更多对话机会袁但多

为低阶问题引发的浅层对话袁知识建构深度不及远程
学生遥 这与以往研究相呼应袁即近端学生并不认为同
步课堂能够提升学习绩效袁反而会觉得远端学生掠夺
了自己的老师而产生负面学习情绪[27]遥 这与同步课堂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初衷是相悖的遥学习机会指一种
与学习任务相关的时间[29]袁因此袁知识建构机会的均
等分配是对话机会均等的深层要义袁它关乎学生深度
学习的可能性遥 知为行之始袁教师需强化教学过程公
平意识袁不仅关注外在对话机会的均等分配袁更要致
力于促进每位学生认知发展的实质性平等遥实践中教
师可通过经验学习循环模式袁持续反思审视课堂教学

过程公平问题袁并通过提升问题质量尧改进提问策略
等方式优化教学实践袁确保两地学生认知发展的深层
次平等遥

渊二冤同步课堂教学过程承认正义问题突出
研究显示袁教师对两地学生的评价方式无显著差

异袁能够对学生表现进行个性化评价袁说明教师能够
根据学生表现与贡献予其相应的成就承认袁展现了较
高的评价素养遥 但承认正义视域下袁教师对学生爱的
关怀和平等的尊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遥

从道德关系来看袁教师在近端和远端学生的单独
对话中基本能够展现尊重与关爱遥但是在同时与两地
学生的互动中仍有改进空间遥案例中话轮由远端学生
向近端学生的转换袁 不仅剥夺了远端学生的对话机
会袁还形成了城乡学生的隐性比较袁可能加剧远端学
生的心理不适与自我价值低估袁不利于学生学习以及
社会情感发展遥此外袁远端学生在回答如野青花瓷的艺
术价值冶野编钟的特点冶等问题时表现吃力遥 这些问题
不仅考查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袁还有对特定文化符号
的熟悉度遥 远端渊农村冤学生由于生活环境限制袁可能
缺乏对这些在博物馆常见的物品的接触经验遥这表明
案例中教学内容的选择及术语运用未能充分顾及农

村学生的社会文化经验袁导致其理解障碍袁限制了有
效课堂参与遥因此袁教师应该提高文化敏感性袁充分考

表 3 师生道德关系动态趋势

注院** <0.01遥

阶段 评价方式
T-LS T-RS

字2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前期

无评价 15 51.72% 8 61.54% 0.73 0.694
简单评价 5 17.24% 1 7.69%
阐述性评价 9 31.03% 4 30.77%

中期

无评价 11 52.38% 6 60.00% 0.42 0.810
简单评价 4 19.05% 1 10.00%
阐述性评价 6 28.57% 3 30.00%

后期

无评价 10 66.67% 4 33.33% 0.39 0.184
简单评价 1 6.67% 3 25.00%
阐述性评价 4 26.67% 5 41.67%

表 4 教师对两端学生评价方式的动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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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两地学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袁与助教协同备课袁选择
和组织适宜的教学内容遥 在教学中袁应灵活运用俗语
和专业术语袁促进学生理解遥

从教学关系来看袁教师在保障学生享有平等话语
权方面存在不足袁反映出教师对学生作为平等参与教
育过程主体的权利承认不足袁这一现象在以往的研究
中也普遍存在[30]遥 这可能源于我国尊师重道的文化传
统影响袁尽管野以为学生为中心冶的理念早已深入人
心袁但教师的权威角色仍然根深蒂固袁常主导和控制
课堂对话遥 此外袁教师常不自觉沿用自身受教育时的
教学方式袁这种野教学惯性冶限制了对学生平等参与课
堂对话权利的承认遥 因此袁教学关系改善需从源头入
手袁从教师教育者出发袁打破传统教师角色的桎梏袁营
造民主平等的师范生培养课堂文化遥 在实践中袁教师
可以加强野回音冶野确认冶等策略的应用袁通过对学生话
语的疑问尧转述或推断袁将话语权交还学生袁打破传统
野IRF冶对话模式袁让学生重新获得评价话轮袁从而平衡
教师和学生的话语权利[31]遥

渊三冤同步课堂教学过程公平问题具有相对固化
倾向

研究表明袁尽管教师在努力平衡两端学生的课堂
参与袁但由于对教学过程公平认识的局限袁导致教师
在教学过程公平问题上出现一些相对固化的特征院授
课期间教师眼神始终习惯于注视本地学生袁无意间构
建了不平等的交流环境曰精心设计的提问倾向选择远

程学生以促进其课堂参与袁限制了本地学生深度知识
建构机会曰同时与两地学生对话时袁教师对农村学生
展现的包容性与关怀度不足遥

为了深化同步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袁教师要
警惕课堂教学惯习的形成遥 首先袁可以构建一个系统
化的评估与反馈循环机制袁把教育者身上的实践图式
从一种无意识状态提升到反思层面袁 通过多维度尧深
层次尧精细化的课堂观察袁结合问卷和访谈定期收集
师生对教学过程公平的直观感知袁强化对教学过程公
平现状的审视和评估遥 再者袁评估结果应及时反馈给
教育管理者和相关教师袁 促使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袁
优化课堂管理袁为两地学生营造民主尧公平且充满关
爱的教学环境袁为其全面发展奠定基础遥

七尧结 束 语

为深入了解同步课堂的教学过程公平现状袁本研
究以分配正义和承认正义理论为指导袁构建了包含眼
神关注尧对话机会尧知识建构机会尧教学关系尧道德关
系和评价方式六个维度的教学过程公平观察量表遥通
过对我国西部某教师同步课堂的案例分析袁细致洞察
了教学过程公平问题及其动态演化袁并提出了优化策
略遥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尧延长研究周期袁不断
丰富和科学化观察量表袁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
学过程公平的自动化分析袁以更加全面尧深入尧高效地
推动同步课堂的教学过程公平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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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Micro-educational Equity: A Practical Observation on Equity in
Teaching Processes of Synchronous Classrooms

CHEN Fengjuan, LIU Qingtang, ZHANG Si
渊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With the basic achievement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focus of educational equity is shifting to the micro-level educational processes, marking the entry into the
"post -equilibrium era". Synchronous classrooms serve as a concrete practice to promote equ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characterized by uniqu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diverse
participants, and significant socio-cul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and their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nd challenges are highly concerned by academic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delved into
this issue from a micro-educational equity perspectiv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recognitive justice, the study constructed an equity observation scale for synchronous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es to track and analyze the synchronous classroom.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eye contact,
dialogue opportunities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pportuniti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Teachers
maintain absolute dominance in classroom interactions, suppressing student initiative, and teachers'
inclusiveness and caring in their interactions in both regions need to be improved. Furthermore, these
equity issues exhibit a tendency to become entrenched.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aimed at creating an equal, democratic and caring classroom environment, exploring new
pathways for achieving equ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during the post-equilibrium era.

[Keywords] Micro -educational Equity; Synchronous Classroom; Equ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Distributive Justice; Recogni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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