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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 X园9位目标教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跟踪研究，

主要针对了经过培训前后的课堂教学行为使用 CLASS工具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进行评估。针对教师

课堂互动质量，该评估系统将整体的师幼互动分为了三个维度：

情感支持、班级组织和教学支持。在这三个大的维度之下还有若

干子领域标记用于细致评估教师和幼儿的互动质量。[9]

（二）研究目的

通过对幼儿园九位社会领域目标教师在在线培训前后课堂教学

行为进行跟踪测评，了解线上培训对教师社会领域核心经验教学以

及对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影响，借此论证学前儿童社会领域核心经

验线上培训中各个不同要素对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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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国家对教师群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培训也应运

而生。[1] 目前，关于学前教育的健康、语言、科学和艺术领域方面的研究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出了比

较完善的幼儿园课程体系，但是社会领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国内关于幼儿园社会领域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对

幼儿园社会领域核心经验线上培训对幼儿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影响进行跟踪研究，以此来论证社会领域核心经验线

上培训对于幼儿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变化的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培训在各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

是在学前教育这一方面。[2-5] 当前，各种形式的线上培训正如火如荼开展，各种各样线上形式的教师培训鳞次栉比，[6-8]

线上培训的方式是否有效？线上培训的方式能否从根本上提升教师在社会领域课堂教学行为的质量，这些都有待我们

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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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

将九位目标教师在前测时在集体教学中的表现以 CLASS评分

结果的方式进行呈现。

从前后测结果的简单对比来看，在 PCK的在线培训前后，

教师们的情况可以总体归纳为：整体平稳上升，局部下降。在后

测总共90个评分中，20%的数据与前期相比有了下降，30%的

数据与前期相比有显著上升，其余的50%保持稳定。这个结果

告诉我们，在培训之后，大部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行为上面都有

了明显进步，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对比的结果显示，

在 CLASS测评的三个维度、十个行为标记上面，大部分的教师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中提示我们，教师只

懂得具有普适性的教学法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还需要明白所教学

科的具体教学法，并且将两者结合才能具备真正的学科教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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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10]九位目标教师通过线上培训之后，对幼儿园社会领域

核心经验有了很大程度上的了解，这有利于教师成功进行一次课

堂教学，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教师在明确了解了幼儿园社会领域的

要求和结合了核心经验的之后对于所需要教授的社会领域印象深

刻，这促进了教师学科教学知识能力的发展，因此才有了后测的

提升。

三、社会 PCK核心经验在线培训对教师课堂教学行
为影响的研究结果分析

（一）线上工作坊培训

线上工作坊活动主要有集中式的线上理论知识讲座和线上互

动式的交流讨论两种形式。

1.工作坊集中式理论讲座与互动式交流研讨

在线工作坊活动集中式的理论讲座和互动式的交流探讨交叉

进行。在活动间歇，笔者随机对三位 X园的目标教师进行了访

谈，通过访谈来初步了解线上工作坊集中式的理论讲座对目标教

师们的影响。从访谈中了解到，目标教师先前对于社会领域核心

经验的知识存在较大面积的空白，知识基本停留在《指南》的社

会领域理论方面，在操作上比较难以把握社会领域抽象的概念。

本研究中的线上培训以在线工作坊为依托，涉及网络平台、教师

的实际操作等方面，全面助力教师的专业成长。工作坊活动中集

中式的理论知识讲座和互动式的交流研讨作为最根本的理论阐述

方式，是第一个对目标教师产生影响的培训因素，因此，工作坊

参与度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质量。

2.工作坊参与度高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质量较高

通过工作坊的参与度来看，教师之间课堂教学行为有明显的

不同。笔者随机选择了三位目标教师作对比，用以凸显参与度高

低与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质量的相关性。其中，YF教师和 XY教师

是每次工作坊活动都参与其中的，但是 SC教师是参与率较低的。

从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到，YF和 XY两位教师的情感支持维度评

分较高，这从侧面证明了工作坊理论讲座中对教师要求的“情感

在先”的作用，而 SC教师缺席了多次讲座，对这一要求仍然比较

模糊。对于 XY教师，可能是由于教龄的限制使得对于社会领域核

心经验的领悟和内化不如 YF教师，但是与7年教龄的 SC教师相

比，XY仍然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也同样说明了线上工作坊集中式

的理论讲座和互动式的交流研讨对于目标教师的内化知识、技术

成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线上培训

幼儿园教师的核心经验线上培训除了线上工作坊之外，最重

要的就是网络平台资源的学习即线上培训，积极参与线上培训的

目标教师大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对于教师来说，在实践操作上

五大领域的其他四个都是相对简单、具象的，但是社会领域通常

都是需要教师做到“在一日生活中潜移默化”抑或是通过“言传

身教”去开展，在理论层面上，社会领域核心经验也是首次被提

及。[11]基于此两点，网络平台的讨论活动中，X园的教练员更强调

解决目标教师在实践中操作性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如此，

九位目标教师还在线下积极和教练员进行研讨，针对操作中的问

题向教练员和其他目标教师探讨求助。

四、小结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线上培训资源的学习对目标教师的课堂

教学行为有着一定的影响。以 X园的 SY教师为例，他几乎每次都

是最后才上到线上培训平台上进行资源的学习与培训讨论学习，

有时甚至都未能参与到讨论学习当中，这成为了影响其后测评分

的一大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对于培训中线上培训资源的建议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首先，强化理论启示我们，强化的条件作用具有关联刺激。[12]

线上培训的资源需要线下参与式的工作坊相互配合，具有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在最初的阶段可以呈现为对工作坊集中理论讲座的理论

延伸。[13-14]这种关联更可以体现在网络资源是理论基础的具体呈

现，比如对优秀案例的分享与学习。在本研究中，专家、教练员团

队精心挑选与培训内容一致的优秀试教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呈现和

点评讲解来给目标教师们一个更为具体、可操作的范式，更加推动

了目标教师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进程。其次，强化也具有时效性，

即线上平台资源需凸显时效性。线上培训资源设置作为线下讲座的

重要辅助渠道，必须具有很高的时效性，在具有时效性的情况下与

讲座内容紧扣，这样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拓展教师的学科学习视

野，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和培训的效能。[15]最后，线上培训资源还需

要具有全面性。这种全面性不仅体现在对线下工作坊内容的补充，

也在于分享不同形式的培训内容，比如教师的优秀案例、教师的课

堂教学视频资料以及教师的反思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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