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卷　第４期 教师教育学报 ２０１６年８月
Vol．３　No．４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Aug．,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jsjy．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７

学习者分析模板的验证与修订
陈 智 敏１,刘 美 凤２

(１中山纪念中学,广东 中山５２８４５４;２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范式,以小学英语为例,在编制出学习者分析模板的基础上,开展了模板

的三轮学科化实践,通过多种方式收集反馈信息,对模板进行了验证与修订,最终改进形成小学英语学科的学

期、单元、课前以及课后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模板,从行为层面引导教师明确应该在什么时候分析什么、怎么分

析以及针对分析结果开展相应的干预,进而将干预策略融合到总的教学设计中去,为教学设计的其他环节提

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编制学习者分析模板提供了参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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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当前,关注学习者,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学习者的回归”是新课程改革

的一个重要理念.而事实上,若想在教育教学中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提高教育教学效率,教师必

须开展学习者分析.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以及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教师在开展学习者分析的

时候存在缺乏意识、忽略学期和单元层级的学习者分析、分析内容缺乏针对性、分析方法缺乏科学

性、分析结果利用不足等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导致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可操作的工具

加以辅助,而国内外却鲜有此方面的研究.当前相关的研究主要为以下５类:(１)学习者分析的现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原因研究;(２)学习者分析要素及分类研究;(３)学习者具体特征研究;(４)学习

者分析的流程以及分析方法研究;(５)结合具体学科的学习者分析研究.
正如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负责人刘坚教授在“首届华人数学教育会议”上所提到的:

“学情分析(学习者分析)是一个当代的问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因此,基于现实问题,编制学

习者分析模板,从行为层面帮助教师的教学实践工作,满足具体学科教学的需要,推动教学设计的

学科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教育理论发展的需要.

二、学习者分析模板

学习者分析模板是教学设计模板中的一部分,是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具体学情分析理论的简化

形式,是教师在进行学习者分析时组织思想的一种引领及规范.关于学习者分析模板的主要框架,
刘兆义教授特别强调应考虑到三点,即目标、过程与方法、评价与结果,需要引导教师明确应分析哪

些特征要素、相应的分析方法与工具、针对分析结果开展干预.孙少坤在构建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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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能力体系时也特别指出:开展学习者分析是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之一,教师要能够鉴别出

哪些学习者的特征会影响到小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进而确定学习者分析应包括哪些内容;能够通

过有效恰当的方式分析学情;能够根据学习者分析的结果选择和调整教学策略[１].因此,编制的学

习者分析模板,需从行为层面引导教师明确什么时候应该分析什么、怎么分析以及针对分析结果开

展相应的干预,进而将干预策略融合到总的教学设计中去,为教学设计的其他环节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选择小学英语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学习者的差异较大,两极分化

明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学习者分析研究的有效性.
关于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的编制,本研究通过对实验室已有的学习者分析要素体系进行

验证与修订,对不同教学设计层级“必须分析”与“可选分析”学习者的特征要素进行归纳与梳理,以
及对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分析研究、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研究、小学英语的课程标准进行综述等工

作,最终归纳出小学英语不同层级的学习者分析要素体系[２],并借鉴李静所构建的学习者分析“方
法———工具库”以及“策略库”[３],初步编制了学期、单元、课堂３个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模板,模板简

况(见图１、图２、图３).
需要指出的是,近１０年来,学习者分析也由宏观分析逐步落实到具体层面,特别是单元层级以

及课堂层级的学习者分析,要基于教学内容进行分析才能做到有效[４].因此,学习者分析模板的设

计也需同时体现知识本位与学生本位,引导教师从教学内容以及学习者学习问题两方面出发整合

分析结果.
具体开展分析时,学期层级学习者分析模板(如图１所示)要求教师通过阅读本学期教材,明确

本学期的教学任务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要求,并回顾总结学生此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

题背后的原因.进而分析学生的相关情况,包括成就动机、对授课教师及学习活动的态度、性格、年
龄特征(主要是认知发展阶段)、家庭情况、特殊身心状况、学习习惯、合作与竞争意识等,根据分析

的结果,寻找并预设相应的策略,总结出学生总体存在的问题,形成总的干预策略.最后,将总体问

题以及总体策略这一部分剪切下来,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便为后续的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在学

期结束的时候再进行总体的反思.

图１　学期层级学习者分析模板



图２　单元层级学习者分析模板

单元层级学习者分析模板(如图２所示)要求教师首先明确单元学习任务与教学内容对学生的

总体要求,总结学生存在的相应问题.进而分析学生的相关情况,包括起始能力、生活经验,并形成

最终的干预策略.结合着学期层级的学习者分析结果,然后将自己所梳理出的学生总体存在的问

题以及总的干预策略进行相应的修改;最后将总体问题以及总体策略这一部分剪切下来,贴在自己

的办公桌上.此外,在单元结束的时候再进行总体的反思.

图３　课堂层级学习者分析模板

课堂层级学习者分析模板(如图３所示)需要教师根据每节课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具体要求,即

教学目标,分析学生相应的学习情况,包括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偏好、学习兴趣与爱好以及起始能

力、词汇拼读能力、词汇理解记忆能力、听力、阅读理解能力、口语交际能力、书面表达能力等,并形



成总体的干预策略.同样,与前面学期层级以及单元层级的梳理结果进行对比后,进行相应的修

改,最后将总体策略这一部分融入到自己的教学设计中.

三、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ＧBasedResearch)”方法,将设计的模板在学科化实践中进

行验证,根据来自教师实践的反馈不断进行改进,直至排除所有的缺陷,了解哪些要素是必须分析

的、哪些要素是可选择的、哪些要素对于目标的实现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终形成可靠且有效的分

析模板.正如台湾李旻宪博士在«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讲座中提到的,基于设计的研究并不是一种

研究方法,它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实施流程,它倾向于实用主义、干预主义,以描述、解释、说明实际教

育情境下学习的本质,注重记录完整的过程和反馈,设计的产品要能够改善教育教学实际.因此,

笔者在编制形成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的基础上,开展了三轮实践研究.

四、研究过程与分析

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了三位小学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在教案分析、课堂观察与交流、学习

者分析模板的学科实践中为研究提供大量的反馈.教师的信息见表１.需要强调的是,对B老师

课堂的观察是通过课堂录像的方式,交流则是采用在线交流的方式.
表１　研究对象简介

教师 学校
教龄
(年) 任教年级

A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５ 二年级、四年级

B老师 东莞市光明小学 ２ 五年级

F老师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２０ 六年级

　　(一)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的第一轮验证与修订(２０１４－０４－０１至２０１４－０４－２５)

本阶段的测试方式是结合教案分析、课堂观察、与教师交流、咨询学科教研员等方式收集信息,

审视课堂教学中是否涉及模板中设置的学习者特征要素,对最初设计的模板中“必须分析”“可选分

析”要素以及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进而做出改进.

教案中所涉及的特征要素包括成就动机、对授课教师及学习活动的态度、性格、年龄特征、合作

与竞争意识、生活经验、起始能力、学习兴趣与爱好;课堂观察以及教师交流中所涉及的特征要素则

包括:成就动机、对授课教师及学习活动的态度、年龄特征、学习习惯、合作与竞争意识、生活经验、

起始能力、学习环境偏好、学习兴趣与爱好、听说读写能力;而在咨询学科教研员的过程中,四位小

学英语的教研员(见表２)从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出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表２　被访小学英语教研员简介

教研员 职称 访谈方式

廖老师 中学高级 电话

张老师 特级教师 邮件

王老师 中学高级 电话

彭老师 中学高级 在线

　　综上,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初步修订为:(１)将学期模板中的“自我效能感”“焦虑”从“必须

分析”要素转移到“可选分析”中;(２)将单元模板中的“学习策略”从“必须分析”要素转移到“可选分

析”中;(３)将“生活经验”转到“必须分析”中;(４)将课堂模板中的“学习环境”转移到“必须分析”中.



(二)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的第二轮验证与修订(２０１４－０４－２６至２０１４－０６－２６)

本阶段测试的方式是观察检验所分析的特征要素以及分析后制定的策略是否有针对性,存在

什么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学习者分析模板中所设置的特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模板的科学

性,所以在这一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是整个研究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需要反复验证.在实践过程

中,B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目前所编制的课堂学习者分析是否指的是课前的,那

么课中、课后需要分析什么特征要素呢?”

对此,程胜在«如何分析学情»一书中指出:学习者分析只有体现出学习者的差异性,才能因材

施教;只有体现出学科性,才能使得教学具有针对性;只有体现出情境性,才能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

调整教学[５].其中,情境性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将课前学习者分析的结果与学生在课堂中的实

时状态结合起来,进而对分析结果作出判断、分析,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结合B老师所提出的

问题,本研究将课堂层级进一步划分为课前、课中、课后３个层级,对特征要素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和

归纳,并通过邮件访谈的方式,咨询了３位小学英语学科专家,专家信息见表３.
表３　所咨询的小学英语学科专家信息简介

学科专家 简介

刘兆义
全国著名英语特级教师,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主要成员,从事英语教学教研４６
年,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教学科研能力

鲁子问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专家,教育部英语教师专业标准学术委员,
多年从事中小学英语教学研究

王媛
北京教育学院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多年来参与了大量中小学英语教学课题研究、英
语教师培训项目及教学跟踪指导工作

　　根据专家的反馈,本研究对小学英语不同层级的学习者分析要素体系进行了修订.

首先,相对之前的要素体系,层级不仅覆盖了教学设计的学期、单元、课堂层级,同时也包括了

实施以及评价环节的学习者分析,各自的关注点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的对应情况如表４所示.

其中,学期层级的学习者分析为单元层级以及课堂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单元层

级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为课堂层级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将课前学习者分析与学生在课堂中的实

时状态结合起来,进而对分析情况进行判断、分析及调整;课后的学习者分析是课前分析的参考依

据,而单元以及学期层级也有相应的分析反思,循环反复中实现了教学过程的整合[６Ｇ８].
表４　学习者分析的五个层级

层次 层级 关注点

宏观 学期层级 与学生学习有关的一般特征

中观 单元层级 基于单元教学内容的学习起点

微观 课前 基于课堂教学内容的学习起点

微观 课中 课堂实时状态的分析

微观 课后 课堂学习结果的分析

　　其次,新的学习者分析要素体系(见表５)将“家庭情况”“特殊身心状况”这两个特征要素转移

到了“必须分析”中,将“认知方式”这一要素转移到了“可选分析”中,新增加课中与课后两个层级,

其余不变.

因此,研究根据要素体系的修订结果相应地修改各个层级的模板,相对之前的模板,在“学期层

级”模板中增加“家庭情况”“特殊身心状况”两个要素;将“认知方式”这一特征要素放到“可选分析”

中去;修改课前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模板;新增课后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模板.



表５　修订后的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要素体系

　　　　　“必须分析”与
　　　　　　　“可选分析”

教学设计层级　　　　
“必须分析”特征要素 “可选分析”特征要素

学期(为单元层级以及课
堂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提
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成就动机
对授课教师及学习活动的态度
性格
年龄特征(主要是认知发展阶段)
家庭情况
特殊身心状况
学习习惯
合作与竞争意识

学习目标与志向、自我效能感、归因、气
质、焦虑、经济 与 文 化 及 社 会 背 景、性
别、最佳时间偏好、感知觉通道偏爱、大
脑左右半球的偏爱、认知方式(主要是
场独立或场依存)

单元(结合具体的教学内
容,为课堂层级提供一定
的参考依据)

生活经验

起始能力

学习策略

课堂(课前结合具体的教
学内容进行预设)

学习环境偏好
学习兴趣与爱好
起始能力
听说读写能力、词汇拼读记忆能力等

课堂(课中关注学生的学
习状态)

参与状态
互动状态
思维状态
情绪状态
生成状态

课堂(课后关注学生的学
习结果)

目标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
对学习内容的态度
学习习惯

　　(三)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的第三轮验证与修订(２０１４－０６－１２至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１ 学习者分析模板的整体实践

在上一阶段,研究针对学习者特征要素的必要性和完备性等,开展了两轮的实验验证,并相应

地修改了各个层级的模板.该阶段的测试方式是根据三位教师各自的教学进度安排,围绕分析模

板的适用性、操作性以及针对性等指标,引导他们开展了各个层级的模板实践,通过学科化实践的

反馈,对分析模板进行改进,每个层级的实践流程见表６.
表６　小学英语学习者分析模板的实践信息

教师
模板的实践 A老师 B老师 F老师

学期层级模板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２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２ 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１４

实践单元

人教出版社小学四年级
英语(一年级起点)下册
第 １５ 单 元 “communicaＧ
tion”

PEP小学五年级英语(三
年级起点)下册第５单元
“lookatthemonkeys”

清华大学出版社小学六
年级英语(一年级起点)
上册第４单元“WorldfaＧ
mousfables”

单元层级模板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５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４ 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１５

实践课堂１ 第８６课 第１课时 第２３课

课前层级模板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２１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５ 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１８
课后层级模板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２４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６ 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１９

实践课堂２ 第８７与８８课 第２课时 第２６课

课前层级模板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２５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７ 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２５
课后层级模板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２６ ２０１４Ｇ０６Ｇ１８ ２０１４Ｇ１２Ｇ２６



２ 实践反馈与学习者分析模板的修订

A老师实践后认为:“该学习者分析模板可操作,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特征要素开展学习者

分析,并引导自己预设一定的教学策略,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有助于自己在课上、课下帮助学生开展

学习.同时,模板通过逐步的引导,帮助自己通过层层反思,增加自己对学生的了解”,即模板具有

层级性、主次性、差异性、动态性.同时,A老师也对模板给出了建议:“每个层级的模板在分析之后

需要设置一定的指导语,引导教师把这些模板给衔接起来,并最终将预设的策略融入到每一节课的

教学设计中去.”

B老师实践后认为:“模板能够引导自己逐步学会分析学情,利用分析的结果开展干预,给予自己

的教学很多的启示.例如学期模板中的‘学习习惯’,自己会将学期的要求渗透到每一节课中来,包括

引导学生用不同颜色的笔在课文中划出重点词语和短语等.”其建议为:“模板中的‘分析结果’处可能

需要提醒教师将一些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写出来,这样有助于教师在关注共性的时候也兼顾个性.”

F老师实践后认为:“模板能够在不同层级各有侧重地引导自己去分析学生的相关情况,这个

确实不错.最后模板所形成的策略也能够融入到课堂的总体教学设计中去.对于有多年教龄的教

师来说,能够有这么一个工具帮忙梳理很好,它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都有不错的作用.”即模板具有

层级性、主次性、差异性.同时F老师也对模板给出了建议:“课堂层级的模板对预设每一节的难点

强调得不够,需要再突出一点.”针对教师的建议,研究对模板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包括在模板中增

加了相应的指导语,引导教师将分析结果联结起来,并且在“分析结果”后新增一列,引导教师同时

关注个别学生的情况,进一步体现差异性;在起始能力分析中,引导教师预设、分析学生在学习新内

容时可能存在的困难.

３ 咨询小学英语学科教师

为更多地获取小学英语学科教师的建议,对本研究所编制的学习者分析模板进行修订,研究通

过邮件咨询了２５位英语学科教师,侧重于调查学习者分析模板是否适用(包括分析方法等),使用

时操作性如何,是否有针对性等.所咨询的教师中,有１７位来自于吉林省,４位来自河北省,其余５
位来自广东省,他们的教龄以及任教年级信息如表７所示.

表７　小学英语学科教师教龄与任教年级信息

任教年级
教龄 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 五、六年级

１~５年 ０ ３ １
６~１０年 ０ １ ２
１１~１５年 ０ ５ ８
１５年以上 ０ ２ ３

　　教师们根据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针对学习者分析模板所给出的评价以及提出的建议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及指导作用.评价主要包括以下４点:
(１)模板有知识本位和学习者本位的联系,使教师更加明确本节知识的重要性,这对成功上好

一节英语课是必需的,该模板较好;
(２)模板的框架结构清晰,顶层设计清晰,帮助教师明确需要分析的特征要素有哪些,对应的分

析的方法与工具是什么,并设计针对分析结果的处理预案,体现了目标、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３)该模板的层次清晰,能从整体(学期)入手,再细化到每个单元、课堂(课前、课中和课后)的

学习者分析,分析结果比较细致,并配有干预策略库加以支撑,是一个很全面的模板;
(４)该模板重点突出,分析体现出了差异性和主次性,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分析和了解学情,并

有针对性地进行策略调整,从而改进教学,总体上比较满意.
而建议主要有两点:(１)如果这份分析是针对一个自然整体班级的话,针对性则不是很强,毕竟

班里的学生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分析结果应该同时列出个别需要特别注意的学生的情况;(２)注重

过程与方法,干预策略中所提及的策略库.对此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干预策略库是李静[３]通过梳理



相关的信息材料所形成的纸质文本,教师在使用的时候只能人为地根据相应的特征要素查找对应

的策略,这样的操作比较麻烦,而这也是本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开发学习者分析系统,以
实现自动匹配.

五、研究结论

编制学习者分析的模板,除了解决教师在开展学习者分析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满足具体学

科教学的需要,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教学设计理论的创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最关键的是

能够满足学习者发展的需求.
学期、单元、课前以及课后层级的学习者分析模板具有可操作性,知识本位与学习者本位相结

合,从行为层面引导教师开展学习者分析,明确学习者分析应该分析什么、怎么分析以及针对分析

结果开展相应的干预,进而将干预策略融合到总的教学设计中,体现出了学科性(设计形成的学习

者分析模板是在综合考虑小学英语学科独特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层级性(包括学期、单元、课前、课
后等层级)、主次性(不同层级分别包括“必须分析”以及“可选分析”的特征要素,使得整个模板具有

弹性以及针对性)、差异性(在分析学生相应的特征要素后,针对结果制定相应干预措施,即制定处

理预案)、衔接性(分析后所形成的总体干预策略,可以较为容易地整合到整体教学设计中,与其他

环节密切联系)、动态性(在学期、单元、课堂的分析模板中设置了反思环节,帮助教师对教学过程中

的所得、所失、所感、所思进行审视分析,以及时调整相关分析结果,开展新预设)等,并注明了低、
中、高年级之间所应有的侧重点.

本研究还为其他学科编制学习者分析模板提供了参考范式.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李芒教授以及

刘美凤教授所提到的,特定学科主要是从学科的特点入手进行分析,最终归纳出学科不同层级的学

习者分析要素体系,并且需要通过咨询学科的教研员以及教师后加以修改和完善,进而才能够形成

具有学科特色的学习者分析模板,最后在一线实践中加以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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