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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ndroid系统的课堂记录与多元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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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为避免教师听课评课过程中的过分主观性，开发出基于Android系统的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的听课 

软件，可以帮助教师对信息时代下的课堂教学进行更为有效的剖析与解读．在移动学习、教师共同体及课堂案例多 

元分析法等理论基础上，确定了由认知目标、学习方式、教学策略和技术作用四方面组成的课堂教学多元分析框架 ， 

设计并实现 了基于 Android系统的课堂教学分析系统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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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实践本身蕴涵着教师专业成长的丰富资源，通过对课堂中各种因素的分析和反思，教师能够更深入 

地了解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学生的行为、师生之间的互动，提高教学改革与实践的能力口]．如果能借助一定的 

教学理念和技术手段 ，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可量化的数据分析和处理 ，教师将会更加准确地了解课堂动态 ， 

更加全面、深入地进行课堂分析和 自我反思． 

近年来，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技术已取得了飞速发展．根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 6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达到 10．5亿户，3G用户数达到 1．8亿户_2]．在手机等移动终端高度普及的 

今天 ，“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依托信息技术兴起的新型学习方式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移动学习具有 

移动性、高效性、交互性、片段性等特点口]，为移动环境下的教学变革带来了无限可能． 

智能手机系统主要有 Android，Windows Phone，iOS，Black Berry，Symbian等．其中 Android系统以其 

平台开放、代码开源、硬件丰富、二次开发方便、性价比高等优势，获得了广大开发商和用户的支持．而在教育 

领域，基于Android系统的应用软件也变得日益丰富．因此，将移动学习的优势与课堂教学多元分析相结合， 

使教师在听课时随时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课堂记录、多元评价、在线共享 ，实现移动环境下的课堂分析、反思与 

交流，构建起移动化的“教师学习共同体”(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对教师专业成长发挥着重要作 

用．本文的研究 目的在于借助于Android开发平台，根据课堂实际，利用智能手机交互、分析、共享等方面的 

优势，开发一款课堂教学分析软件，从多元分析角度深入分析课堂教学，提高信息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研究质 

量，提升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1 理论基础 

基于移动学习环境的课堂教学分析系统从多元分析角度深入分析课堂教学 ，是一款为教师设计 的辅助 

听课评课的教学分析软件．但在软件设计之前需要明确移动学习、学习共同体、课堂记录与多元分析等理论 

基础 ，这是确保系统能够提高信息环境下的课堂教学质量 、提升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前提． 

1．1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M—learning)是在非固定的、非预先规划的时间和地点的非正式场所，利用移 

动设备与虚拟的和物理的世界交互发生的个人的、协作的或者混合方式的任何学习，也包括正规场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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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促进个体探究和协作 ]．利用手持移动设备进行学习，有利于在职教师不再受限于特定时间、特定 

地点，合理安排 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及利用零散时间，在每天的繁忙工作中有机会进行移动学习 ． 

1．2 教师学 习共 同体 

教师学习共同体(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是由以教师为主体的学习者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彼 

此经常在学习过程 中进行沟通 、交流 、分享各种学习资源 ，共 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 ，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 

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6]．而移动学习环境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教师之间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 

限制，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和平台，分享专业经验、交流教学实践，以提高专业化水平，碰撞出新的教学灵感，最 

终形成相互激励的专业发展团队． 

1．3 课堂记录与多元分析 

课堂观察与记录是借助一定的工具(观察表和录像设备等)，直接或间接从课堂上收集信息和资料，并据 

此做出相应的分析．随着调查技术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课堂记录分析的技术也在调查实施(计算机辅助访谈、 

网络在线调查系统)、数据录入(光学标记识别软件)到数据分析(包括文本、声音、图像资料的处理)等阶段都 

有 了相应的改变 ，使之成为教师专业发展 的有效手段_7]． 

美 国教育家弗兰德斯(Flanders N A)在 2O世纪 60年代提出了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FIAS(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_8]，是早期课堂分析的代表．该方法采用了量表编码加时问统计的方式进行分 

析，以 3 S为间隔对课堂进行严格的时间划分，将每个间隔内师生言语交互的种类归为 1O种，逐个编码并展 

开分析．2004年，顾小清和王炜提出了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系统(ITIAs)[1]，不仅细化了师生的部分语 

言活动，还新增了对信息技术环境下课堂教学的互动分析．2010年，金建峰和顾小清使用 ITIAS进行了实际 

课堂教学的应用研究l9]．2011年 ，马丽从交互式电子 白板等互动技术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互动技术系统下的 

课堂交互行为分析方法_】 ．2012年，方海光等人重新设计了支持数字化课堂分析的编码系统，形成了改进型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iFIAS口 ，并开发了移动版 iFIAS软件(i-FIAS Mobile)，使得 iFIAS的应用更加便 

捷高效． 

然而 ，已有的教学分析方法多是 以时间为分隔单位 、以师生言语交互作为教学视频 的分析对象 ，虽然取 

得 了精准性上的成功 ，但未能适应移动时代下新型教学理念和技术支持的课堂环境．2013年，孙众和马玉慧 

提出了基于课堂教学案例的多元分析法 ．该方法以“基本活动”作为教学视频记录和分析的最小单位，同 

时聚合与活动相关的教学设计方案、资源、作品、反思或评价，进行综合分析．该研究把量性和质性相结合、视 

频和资源相结合、课堂外显行为与内隐理念相结合，保留了教学活动的内在完整性，同时体现了新课改中的 

自主学 习、探究学习等理念．本文所采用的课堂教学多元分析方法 ，就是基 于该研究 ，采用了如表 1所示 的分 

析框架． 

表 1 课堂教学 多元分析维度 

多元分析维度 子维度举例 

认知 目标 

学习方式 

技术在课堂 中作用 

教学策略 

记忆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个别学习(师生对答)，自主学习，小组学习，集体学习 

展示工具 ，探究工具 ，交流工具 ，搜索工具 ，表达(创造 )工具 等 

呈现，对话，指导等 

2 系统设计与实现 

2．1 系统需求分析 

课堂教学分析系统是一款辅助教师听课评课的教学软件．迄今，大部分教师仍使用纸质方式记录听课笔 

记，这样传统的方式在信息技术时代下的课堂中已显现出了一些劣势：1)当教师听课记录较多时，携带和查 

阅笔记均不便 ，且不利于后期查询；2)听课教师的记录多是对教学过程的线性顺序记录 ，未能体现出教学重 

点维度 ；3)在评课过程 ，听课者多是结合教学过程谈 自己的主观感受 ，很难从笔记式 的听课记 录中获得可视 

化的教学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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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系统需要实现的目标，本文设计了基于 Android系统的课堂教学分析系统．系统利用智能手机携带 

方便、操作便捷的特点，可以减轻教师携带和记录听课笔记的负担．另外，智能手机交互及时、资源共享方便 

等优势，也为教师随时随地查看课程记录、组内交流学习提供了良好保障．最重要的是，系统以课堂教学多元 

分析维度为框架，将听课笔记以可视化的分析结果呈现给教师，使其能够对课堂教学过程有更加客观和系统 

化的认识． 

2．2 系统整体框架设计 

在明确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参照系统需求分析，提出了课堂教学分析系统在设计阶段的整体框架图(如 

图 1所示)，为软件开发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系统开发时，应紧紧围绕理论基础，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力求功 

能完备，简单易懂，且易于交互． 

1系统 设计整 体框架 图 

2．3 系统功能及分析结果 

课堂教学分析系统可辅助教师听课评课，进行课堂教学多元分析，具体功能细化如下． 

2．3．1 记录新课 教师首先创建课程基本信息．系统在课程开始时启动计时器，以时间轴方式记录课程时 

间．课程结束时，教师点击“下课”按钮后，计时器停止． 

2．3．2 创建及编辑听课笔记 当课程开始计时后，针对课堂中某一教学环节，教师可创建该时间段上的听 

课笔记．听课笔记的内容包括时间记录、课堂多元分析、主观简评、教师言行记录、学生言行记录、突发情况记 

录．记录完毕后 ，教师可保存此条笔记到本节课的笔记列表．对于笔记列表中的笔记 ，教师可进行添加、删除 

和修改．一条听课笔记中，主观简评、教师言行记录、学生言行记录、突发情况记录均为主观记录，而课堂多元 

分析一项为客观选择项． 

2．3．3 教学案例多元分析 听课笔记中的课堂多元分析这一项为客观选项，分析维度包括认知 目标、学习 

方式、教学策略和技术作用这四个方面．每个维度下设有二级子维度，子维度内容设置如表 1所示．针对某一 

案例，教师要以多元分析维度对这一案例进行评价．例如一节小学英语课中，教师使用 PPT展示了一幅画 

面 ，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创设有关这个情境的英文故事．那么在这一教学时间段 中，听课教师便 可以将认 

知目标维度选为“创造”，学习方式选为“小组学习”，教学策略选为“指导”，技术作用选为“展示”． 

本条笔记创建完成后，将保存到本节课的笔记列表中，在数据库和手机页面中同时进行更新．数据库的 

更新体现为，增加一条笔记列表，记录课程 ID，笔记 ID，起止时间，以及四个维度的子维度选项．通过起止时 

间，系统可以计算出本次教学环节的持续时长．以认知目标这一维度为例，如果创设英文故事的教学环节持 

续时间为 10 min，那么认知 目标 中，“创造”这一项 的持续时间也就长达 10 min． 

2．3．4 生成教学过程 课程结束后，本节课的页面中将会列有多条听课笔记．系统 自动将本节课的课程信 

息及多条听课笔记整理汇总，其中多元分析部分将以饼状图形式直观呈现，最终生成为带有可视化分析结果 

的听课记录(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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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教学案例多元分析示意图 

集体学习 

二 学习方式 ～ 
事 士T目 技术作用 

指导2％'II■豳 

对话30％—j一 

图3系统多元分析结果示意图 

以认知目标这一维度的多元分析图为例．课程结束后，系统首先从数据库中获取到本课的所有笔记信 

息，根据笔记表中所有笔记的起止时间，统计认知目标字段中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6个子维度 

各 自所占有的时长，用每一个子维度所占有的时长除以课程总时长，得到相应的百分比．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记忆：百分比 1=(笔记 1．认知目标．记忆．时长+笔记 2．认知目标．记忆．时长+⋯+笔记 ．认知目标． 

记忆．时长)／课程总时长； 

理解：百分比2一(笔记 1．认知目标．理解．时长+笔记 2．认知目标．理解．时长+⋯+笔记 ，z．认知目标． 

理解．时长)／课程总时长； 

创造：百分比6=(笔记 1．认知目标．创造．时长+笔记 2．认知目标．创造．时长+⋯+笔记 n．认知目标． 

创造．时长)／课程总时长； 

Android端程序收到这 6个百分比后，以此作为绘图参数，使用“AChartEngine”绘图工具包生成饼状 

图，呈现在手机页面中．“AChartEngine”是为 Android应用而设计的绘图工具库，可用于绘制多种图表．关 

键代码如下． 

Intent achartIntent： 

new AChartExample(new double[-]{百分比 1，百分 比 2，⋯ 百分比 6))．execute(this)； 

startActivity(achartIntent)． 

2．3．5 资源共享 

教师可将课程记录上传到系统服务器，进行资源共享，也可以从服务器下载其他课程记录，进行查看． 

2．4 系统实现 

课堂教学分析软件的开发环境为Eclipse+Android SDK．智能手机要求具有 Android4．0及以上系统， 

屏幕为 320×480及以上分辨率．依据 Android应用的开发惯例，手机端在代码结构上参考了 MVC框架的 

思想，主要分为 Activity层、View层和 Data层，实现了数据层与视图层的分离．系统服务器端采用 Servlet 

作控制器．它根据前台用户的请求分发到不同的业务 Bena完成处理．数据库采用灵活、小型的 SQLite． 

SQLite是一款轻型的数据库，它占用资源非常少，能同时运行在手机设备中，使手机端存储和服务器端存储 

保持 了一致． 

系统数据表主要包括课程信息表、教案表和笔记表．课程信息表用来存在所有课程列表，其中包含课程 

ID、教案和笔记等字段；教案表用来存放每节课的教案列表，包含课程 ID、教案 ID、时间、教师、节次、班级、 

学科、教师、课程名称和要点等字段；笔记表用来存放每节课的笔记列表，包含课程ID、笔记ID、起始时间、结 

束时间、认知目标、学习方式、技术、教学策略、主观简评和其他记录等宇段． 

在系统整体框架和布局结构明确的基础上，通过代码开发与实现，课堂教学分析系统能够在移动环境下 

具有较好的交互性，并且很好地体现了用户需要，操作简单易懂，对于开发者来说，Android平台开发成本较 

低、易于实现，并具有较好的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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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创新 

已有的课堂听课记录与分析方法多是采用手工记录或网站分析等方法．例如，金建峰和顾小清使用基于 

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系统，采用手工实录与视频编辑软件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课堂教学 ；孙众和马玉慧使 

用基于课堂教学案例的多元分析法，采用视频分析网站与 NVIVO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 ．这些方 

法均可以细致、准确地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记录分析，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记录与分析过程分离，记录工作 

主要集中在课上，而分析工作主要集中在课后，教师在后期分析中可能会遗漏部分观点与评价；2)记录与分 

析过程均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 

本研究基于 Android系统来开发教学分析系统，教师可以将软件方便地安装在手机上，携带进入课堂， 

在听课中进行实时记录．记录时使用者可以采用下拉菜单选择方式，省去文字录入的繁琐．下课后，笔记全部 

记录完毕，系统会 自动生成多元分析饼状图，使教师清楚直观地看到整堂课的情况．这一过程也省去了课后 

反复观看教学视频、逐个编码分析、或是采用第三方软件进行编码登录的大量工作．课堂教学分析系统不仅 

可以保证教师时时对课堂教学进行记录分析，同时节省了记录与分析过程中的大量劳动力，可以有效提高工 

作效率 ，并保证评价质量． 

另外，已有研究中的编码过程多是要求观察者每 3 s对课堂教学交互行为迅速作出判断并记录，这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有一定难度口̈ ，并且严格地用时间作为分割单位过于机械，可能会忽视教学活动的内在完整 

性口 ．而课堂教学分析系统以“基本活动”作为记录和分析的最小单位，在课堂记录过程中采用时间轴形式， 

教师点击按钮开始计时，再次点击结束，这一时间段中生成一段课堂教学活动，教师对这一段时间内的教学 

活动等进行记录与评价，可以灵活、动态地调整活动时长来适应课堂的变化． 

4 系统测试与应用 

4．1 系统测试 ’ 

在系统初期开发完成后，为了确保系统功能符合早期设计阶段的标准和框架 ，以及今后能够顺利维护与 

升级，本研究对课堂教学分析软件进行了稳定性测试．软件在 Android虚拟机上进行测试时，可以稳定运行 ， 

但在部分机型的移动手机上进行测试时，会出现启动时闪退的问题．导致闪退的部分原因是安卓系统的碎片 

化现象，各厂商对于安卓系统的底层修改较多．本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提高软件在大多数移动设备上应用 

的稳定性． 

4．2 系统应用 

为验证课堂教学分析软件的实用性和使用效果，本研究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与访谈．研究对象是自愿参 

与的 7位大四师范生．他们都完成了教育实习，因此很熟悉传统环境下的听课评课形式，但是都没有使用手 

机进行听课记录与分析的经验．本研究为每个参与者配备一部 Android手机 ，简单地介绍过功能后 ，他们就 

基本掌握了使用该软件的基本操作．试用课程是该专业教育类必修课《现代教育技术》的一节课，课程时长 

40 min．听课结束后，研究者以个别访谈的形式收集反馈．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均表示课堂教学交互分析软件 

可以帮助快速记录笔记，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判断并记录，可视化饼状图有助于全面地审视课堂教学过 

程．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快速查询到其他人对该节课的记录与评价，便于教师进行沟通与交流． 

但在访谈中研究对象也提出了该软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1)由于之前的听课评课过程中，习惯使 

用纸质材料速记，因此在使用手机记录时会存在不习惯的情况．并且手机的屏幕尺寸、存储空间以及上网费 

用等限制，可能会影响软件在实际使用时的效果；2)软件功能还有待完善；3)在操作流程的设计上略显复杂， 

还可以再进一步简化．但所有研究对象都表示愿意继续尝试新版本，以及更多的课堂分析软件，并希望有机 

会可以加入到本系统所建立的学习共同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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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是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智能手机的兴起，推动了教师基于 

课堂分析实现专业发展方式的革新．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 Android系统的课堂教学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希望利用智能手机的流行与优势，通过对课堂教学案例的多元分析，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本研究下一 

步的目标是继续完善软件功能与使用稳定性，并尝试扩大使用者群体，重新定义需求分析，使学习者、资源分 

享者或旁观者也参与到课堂教学交互分析中，为教师提供更多方位的评价和反馈，同时也使更多人享受到软 

件所提供的开放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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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 Classroom Recording and M ultivariate 

Analysis Software Based on Android System 

LUO Liming，YOU Jiaxin，SUN Zho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subjectivity in classrooms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this study developed a teach— 

ing analysis software based on the Android system．It combined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record and 

analyze classroom teaching．It can help teachers conduct more effect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Based 

on theories such as mobile learning，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classroom recording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this paper pro— 

posed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ultivariate analysis framework．It consists of cognitive goals，learning methods，teaching strate— 

gies and the role of technology，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classroom teaching analysis sy；~em based on Android system． 

Keywords：multivariate analysis；classroom records；Android system 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