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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IAS 法的课堂问题链分析
——以《同底数幂的乘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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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派名师研究院是全国知名教师教育品牌，近年来对广大教师的教学观摩及教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随着

名师优课活动的不断推进，优课课例的分析也变得尤为重要。文章以刘江老师的《同底数幂的乘法》为例，采用弗兰德斯（FIAS）

互动分析法对课堂尤其是问题链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总结出本堂课的优点及不足，最后对该堂课的教学给出一定的思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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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名师是童富勇教授于 2005 年率先提出并携众专家倾

力打造的全国知名教师教育品牌，集研究、培训、实验、示范

与推广于一体，成为广大教师教学观摩与教育研究的有力学习

素材。基于名师优课实录的弗兰德斯互动分析（FIAS）研究能

对师生行为进行定量观察和数据处理，有利于得到课堂中师生

互动行为更为全面、客观的理解，也有利于帮助教师反思改进

教学，为后续优课研究提供工具和方法选择的建议与指导。

弗兰德斯（FIAS）分析法是一种能够科学考察、评估课堂

教学质量的分析法，该方法简明易懂，适合分析各类学科课堂，

而问题链是贯穿整堂课的关键，如何设置问题链是教师需要着

重设计的，使用 FIAS 法可以更好地对问题链进行分析进而优

化问题链设置 [1]。

一、课堂结构
本节选用的《同底数幂的乘法》课堂实录共计 46 分 38 秒

（合 2798s）。其中情境导入部分（0 分 35 秒到 6 分 25 秒，共

350s），占比 12.51% ；学习新知部分（6 分 25 秒到 23 分 50 秒，

共 1045s），占比 37.35% ；巩固练习及提升部分（23 分 50 秒到

43 分 33 秒，共 1183s），占比 42.28% ；课堂小结及作业布置部

分（43 分 33 秒到 47 分 13 秒，共 220s），占比 7.86%。

（一）情境导入

教师采用情境导入的方式，选择计算机这个现实存在的物

体导入新课，拉近了学生和本堂课之间的距离。通过用科学计

数法表示其运算速度，为新旧知识的纵向联系提供桥梁。随后

教师请同学回答问题，从特殊的以为底数的同底数幂的乘法入

手，为一般的同底数幂的乘法做铺垫，体现了初中阶段重要的

“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方法。在总结该题时，教师进一

步复习巩固了学生对于底数、指数和幂的概念，为本节课学习

同底数幂的乘法打好基础。

（二）新课学习

1、完成学习单（一）

该部分有三道题目，难度系数不高，故教师让学生们先独

立思考后小组合作并讨论，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发

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则下场巡视，实时观察学

生的思考状态及答题情况，对比较困惑的学生及时点拨，对完

成情况较好的同学给予肯定并鼓励其发言。在巡视过程中，教

师发现第三小题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有点难度，便及时鼓励学

生 ：“第三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同桌之间相互交流一下。”

在充分把握了学生的实际情况之后，教师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式

由自主学习转向合作学习，充分体现了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性

地位，发挥了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这一角色定位。

随后教师让学生进行讲解，运用现代技术将其学习单投影

在大屏幕上，其余学生则认真听讲并要求他们有疑问的地方及

时指出。学生在讲解过程中存在表述不规范的情况，教师及时

指出“a3 应读成 a 的三次方而不是 a 的三次”，强调了数学的

严谨性。

2、完成学习单（二）

该环节设置的问题相比学习单（一）来说难度有所提高，

教师先请某一小组回答他们发现的规律，后来又请了另一小组

来优化发言。随后，教师将同底数幂的乘法由两个乘数推广到

三个乘数再到多个乘数，渗透了重要的“由特殊到一般”的数

学思想方法。然后教师引导学生们一起对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进行了归纳总结。

（三）巩固练习

在做练习时，教师先让同学们自主做题，随后请学生代表

上台演算并讲解思路和过程，其间引导其余同学思考或纠错。

在表示底数为负数时的指数幂和表示底数为正数的指数幂的相

反数这两种形式上，学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教师针对问题及

时引导学生思考并发言，最后师生共同得出了结论。此环节的

最后一道例题，教师选择了一道利用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的逆

命题来求解的题目，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具体地加深了学生对同

底数幂乘法法则的理解和应用。

（四）课堂小结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对该堂课进行总结，随后教师进行总结，

向学生们渗透了“由特殊到一般”和“转化化归”这两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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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思想，并为下一节课《单项式的乘法》的学习作了铺垫。

二、弗兰德斯（FIAS）互动分析法
（一）编码系统

编码系统是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的核心。弗兰德斯将课

堂中的师生语言互动行为分为教师语言、学生语言、沉寂或混

乱三类，共十种情况，分别用编码 1-10 表示。第一类教师语

言包括编码 1-7，其中编码 1-4 代表教师对学生施加的间接影

响，编码 5-7 代表教师对学生施加的直接影响。第二类学生语

言包括编码 8-9，其中编码 8 代表学生被动说话，即学生反应，

它受教师驱动 ；编码 9 代表学生主动说话，为学生自发。第三

类沉寂或混乱为编码 10[2]。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FIAS 编码系统

（二）观察和记录编码的规定

弗兰德斯编码系统有具体的观察和记录的规定，在课堂观

察时，每 3s 取样次，按编码系统规定赋予其代码，此代码代表

3s 内最具代表性的课堂行为，依次记录。１节课一般为 40~45

分钟，记录 800~900 个代码，它们表达着课堂上按时间顺序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每个代码分别与前１代码和后１代码结成

“序对”，如果观察得到Ｎ个代码，就可以形成（Ｎ - １）个“序

对”（其构成表 2），这些序对表现出课堂教学的结构、行为模

式和风格。

（三）师生语言行为分析

1、课堂观察和数据收集记录

通过对该教师的数学课堂实录进行反复观察，然后每隔 3s

取样一次（46 分 38 秒），按编码系统规定赋予其代码，依次记

录，记录了 885 个编码。

2、矩阵呈现及分析

矩阵呈现如表 2 所示：

表 2 矩阵分析表

通过表 2 可以计算出：

在该课例中，教师语言占有率为 44.82%，低于常模 68% ；

学生语言占有率为 26.34%，高于常模 20%。这说明在本节《同

底数幂的乘法》课程中，教师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话语权，学生

积极参与到课堂当中，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在课堂问答过程

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密切，可以从较高的师生语言行

为转化率 5.37% 得出。沉寂或混乱的次数为 231，所占比例为

28.84%，比例较高。但通过反复观看录像后发现，无效沉寂极少，

大多学生都在自主思考或自由讨论，说明教师的课堂效率较高，

充分利用了课堂教学时间 [2]。

3、师生语言占有率曲线呈现

该曲线使用了北京师范大学的 iFIAS 编码助手和 iFIAS 分

析程序两个 JAVA 程序进行绘制，曲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分析曲线图

由图 1 可以看出，本堂课的语言行为以教师语言为主，约

占三分之二，说明教师在课堂上仍起主导性作用。

2、语言功能及课堂语言结构

在该堂课中，教师很好地充当了组织者、引导者和鼓励者

的角色，善于将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思

考。该教师在学生回答问题之后，会及时鼓励表扬学生。从图 

2 中可以观察到，在 17.5-20min 时，教师语言占比最高，说明

了这段教师在讲述知识性的内容或是在总结。而在 2.5min 及

32.5min 附近，教师语言占比和学生语言占比接近，说明该段

时间师生之间可能存在比较高频的交流。

该教师的教学倾向是注重学生的发言，例如让学生上讲台

演算题并且讲解、拿学习单上来投影并进行讲解等。在整堂课

的语言分配中，学生语言占有率占到了 37.02%，老师语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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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62.98%，学生发言积极，参与度较高。

三、问题链的设置及分析
（一）问题链的种类

问题链主要包括“引入式”问题链、“类比式”问题链和

“逆向式”问题链，本堂课主要采用的是“引入式”问题链。

（二）问题链的意义及原则

将一系列问题由问题链的形式推进，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

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质疑能力和创新能力，在问题链的过程

中，教师将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问题，将大问题分解成

几个小问题，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此外，问题链的设计要

牢牢把握教学重点，围绕教学目标，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22 年版）》中，与本堂课的知识相关的课程目标为“会

用文字和符号语言表述整数指数幂的基本性质，能根据整数指

数幂的基本性质进行幂的运算”、“能进行简单的整式乘法运

算”[4]。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目标有：

（1）经历探究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性质的过程，进一步体

会幂的意义；

（2）了解同底数幂乘法的运算性质，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

（3）掌握同底数幂乘法的运算性质，并学会灵活应用，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问题链要解决教学难点，这就要求教师明确且熟悉

教学重难点。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为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 ；

教学难点为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的灵活运用。因此在教学

设计时，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循序渐进地攻克教学重难点，以达

到教学目标。

（三）课堂问题链整理及作用分析

1、课堂问题链整理

该堂课的问题链主要如下：

（1）同底数幂的形式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2）通过完成学习单的练习，我们总结出了什么规律？这

就是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大家认为有什么关键的地方或者是

关键词？遇到多个同底数幂相乘怎么办？

（3）今天我们学习了哪些主要的内容？体会到了哪些思想

方法？

2、问题链中各问题的作用分析

（1）回忆旧知，通过一道科学记数法的乘法应用题，引出

了同底数幂的形式及特点。

（2）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自我总结，整堂课主要以教

师提问随后学生思考发言的形式展开。通过学生的思考及表述

加深他们的印象。

（3）由问题转向学生思考，实质上是学生对这堂课的总结，

再引出教师对该堂课的总结，可谓行云流水。

四、优点与不足
（一）优点

1. 该教师态度温和，语言亲切和蔼，以幽默的语言风格拉

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2. 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较多，课堂气氛活跃，体

现在学生敢于提问及积极回答问题 ；学生思考的方式多元化，

针对不同难度的问题进行不同形式的探究，分别采用了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以及探究学习等方式。

3. 该教师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深度思考，体现在教师

引导学生一步步思考，从二项同底数幂的乘法到三项再到多项；

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体现在学生在讲台上讲解时，教师鼓励其

余学生大胆思考提问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及自我反思，体现在

教师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的好习惯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

自我观点及想法，体现在某组发言完毕后，教师还询问其他组

有没有其他想法。

4. 该教师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愿意花时间让学生自主

探究从而得出结论，而不是只有输出却不顾学生是否接受的

“满堂灌”式教学。

我认为本堂课最具优势的一点是该教师非常善用问题，让

学生积极地参与了问题链的回答，并且由学生自主思考从而得

出问题链的答案，教师最后纠正总结，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启发性思考，也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新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二）不足

1. 该教师有口头禅或者习惯，会问学生“同意不同意？同

意的举手。”我认为问前半句就足以实现反馈的作用，教师可

以有意识地改变一下自己的口头习惯。

2. 该教师在分配给学生自己思考的时间把握得不够到位，

从整节课的沉寂占比可以看出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偏长。教师

应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学情调查及准备。

3. 该教师在课堂结尾的时候，面对同学的提问“如果指数

是负数的时候，应该怎么计算同底数幂的乘法呢？”时，没有

做出解答。如果教师回应一句“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学习中会碰

到，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提前预习或课后找我一起交流”，

我认为会更好。

五、总结与启发
总的来说，本堂课准备充分，教学目标明确，教学重难点

突出，课堂气氛活跃，师生有效互动较多，学生参与课堂程度

较高，构成了师生之间的双向高效交流，是一堂出色的初中数

学课堂。本节优课对数学教学的启示是要善于发现数学知识的

本质并剖析，将其分解为一个个小问题串成问题链，同时注重

师生互动以及学生状态等等，充分发挥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

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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