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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性分析地理微课程教学用语优化策 略

刘 云

（ 四川省达州 中学 ， 四川 达州 ）

摘要 ：
以地理微课程为研究对象 ，对案例 《 中 国 的地理位置 》进行词性分析 ， 通过分析认为科学 的词 性

搭配能够提升地理微课程 的品质 ，
提高教学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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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 ，微课程已经成为中

小学生 自 主学习 的重要辅助工具 。 微课程在提升学

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也给教师带来挑战 。 制 作微课程

不仅需要教师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
还需要规

范而生动的语言表述 。 为 了更好地优化微课程的教

学用语 ，本文结合地理学科对微课程的教学用语进行

定量化研究 ，分析地理微课程的词性特征 ，并提 出优

化地理微课程的建议 。 教学过程的用语数据文件形

成后 ，研究者可以对其 中 的信息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

通过对记录数据文件进行统计分析 ，
可 以解析各种不

同学科课程的用语特点 、统计教师的教学信息量 、 了

解教师的语言风格等 。 因此 ，教学用语分析对于优化

微课程具有重要意义 。

―

、地理微课程含义

随着
“

互联网 ＋

”

时代的到来 ， 中学生的学 习方

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学生 的学 习工具已经 由

单
一

的教材逐渐转变为以教材为主 ， 平板 电脑 、 电子

白板 、智能手机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为辅。 微课程

便是结合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发展起来的新 的课

程形式
［

｜
］

。 美国著名 学者戴维首次提 出微课程理念

并创造 了
“
一分钟的微视频

”

。 戴维 的微课程理念指

在较短时间里将某
一

个教学 内容与教学 目 标紧密结

合起来 ，并产生更加有效的学习 体验 。 ２０ １ ２ 年 ， 我国

教育学者开始关注翻转课堂教学 ，经过重庆聚奎中学

和山东 昌乐一中等学校的实践之后 ，该模式迅速发展

起来 。 通过实践发现 ，
开展地理翻转课堂教学可以借

助微课程来开展预习 和探究学 习活动 ， 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 ，微课程也成为中学生在线或移动学习地理的

重要电子资源 。 因此
，
地理微课程可以理解为在地理

学科范围内借助现代信息化手段制作而成的 、能够为

学生在线或移动学习 提供帮助的视频资料 。

二 、信息熵理论概述

１
． 信息熵 概念

熵是热力学 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
一

，是体系

混乱程度的度量
［
２

］

。 信息熵是在物理学热学熵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 的词汇 。

一

般情况下 ，
信息熵的值可以

表征系统的有序程度 ，信息熵的值较低表明 系统是有

序的 ，信息熵的值较高表明系统是混乱的 。

２ ． 信息 熵基本 内 容

通常情况下 ， 信源发 出 的符号是随机且不确定

的 ，
可 以借助信源符号出现的概率来衡量

［ ３
］

。 出现概

率较大的信源符号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 ； 相反 ， 概率

较小的信源符号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离散信源的

信息熵有非负性 、对称性 、确定性和极值性 四个特征 。

三 、教学用语分析概述及其操作实施

１
． 教学 用语分析概述

在课堂教学中 ，
无论是教师授课还是师生互动 ，

语言都是最重要的媒介
［
４

］

。 课堂上的 知识主要通过

语言传播 ，学生的 习得情况也主要通过语言来表现 ，

教师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评价更是用语言来表达 。 学

生对某位教师的课堂特别感兴趣 ，常见的原因主要是

该教师讲课吐字清晰 、信息量大 ； 或者教师上课有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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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感 ；或者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多加肯定等 。 地理微课

程是教师利用较短时间讲解
一

个知识点 、 教学重点 、

难点 、 疑点 、考点或作业题 、考试题 、模拟题等的
一

种

微型教学 。 因此
，课堂用语成为微课程取得 良好效果

的重要组成部分 。

（
１

） 教学用语 的词性分类 教学用语按照词性

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数词 、代词 、副

词 、介词 、连词 、助词和其他词语 。

（
２

） 地理课堂用语分析操作实施 将微课程 中

的教师用语变换为相应的文字文本 ，并在每
一词前冠

以表示该词的代码 ， 由此教师讲演就变换为教学信息

代码 （ 微课程 中 也会出 现学生的发言 ） ； 代码教学数

据完成以后 ，应以文件的形式保存 。 根据需要以
一定

的方式进行处理 。

（
３

）结果分析

ａ ． 词类频度统计 通过分析地理微课堂代码教

学数据 ，统计出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 连词等出现

的次数和 占比率 。

ｂ ． 教学过程信息熵计算 根据教学过程中 所用

词类频度序位 ； 及其频度 Ｐ （ ０ ，
可计算 出对应教学过

程的信息熵 仏单位用 ｂｉ ｔ 表示 。

Ｈ ＝ － ｉ ｐ （
ｉ
）
ｌｏｇ２

ｐＵ ）（
１

）

ｔ 
＝

１

其中 Ｐ （
ｉ ）

＝
某类词计数

总的词累计数
；
八 为词总的类别数 “

为顺序位 。

信息熵的值为正数 ，最大值取决于 Ｎ 的词性类别

数量 ， 教学过程的信息熵在 （
〇￣ ｌｏ

ｇ／ ）
ｂ ｉ

ｔ 之间 。

本文将汉语词性划分为 １ ０ 类 ，
因此 ，教学过程的

信息熵在 （
〇 ￣ １

＊＾２

１ （１

）
讪 之间 。

四 、案例分析

本节采用的案例为四 川 省达州 中学制作的微课

程 《 中国 的地理位置》 ，时间为 １ 分 ３６ 秒 ，案例采集 了

视频中教师的语言进行课堂用语分析 ，将教师用语中

的每个词语的词性进行编码 ， 给出相应的码字 。

１
． 课堂用语记录与词性分析

我们 （ ＱＤ ）伟大 （ Ｘ ） 的 （
Ｚ

） 祖国 （ Ｍ ） ，位于 （
Ｄ ）东

半球 （
Ｍ

）东北部 （
Ｍ

） ，亚欧大陆 （
Ｍ

） 的 （
Ｚ

） 东部 （
Ｍ

） ，

太平洋 （
Ｍ

） 的 （
Ｚ

） 西岸 （
Ｍ

） 。 我国 （
Ｍ

）幅员 （
Ｍ

） 辽阔

（ Ｘ ） ，领土 （
Ｍ

）面积 （ Ｍ ） ９６０ 万平方千米 （ Ｓ ） ， 与 （ Ｊ ）

整个 （
Ｘ

）欧洲 （
Ｍ

） 的 （ Ｚ ） 面积 （ Ｍ ）差不多 （ Ｘ ） ，在 （ Ｊ ）

世界上 （
Ｍ

）仅 （
Ｆ

） 次于 （
Ｄ

）俄罗斯 （
Ｍ

） 和 （
Ｌ

）加拿大

（
Ｍ

） ，居 （
Ｄ

） 世界 （
Ｍ

） 第 三位 （
Ｓ

） 。 我 国 （
Ｍ

） 领土

（
Ｍ

） 的 （
Ｚ

）最 （

Ｘ
）北端 （

Ｍ
）在 （

Ｄ
） 黑龙江省 （

Ｍ ）漠河

？教学参考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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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期

．

下

以北 （
Ｍ

） 的 （
Ｚ

） 黑龙江主航道 中 心线上 （
Ｍ

） ，约 （
Ｆ

）

５３

°

Ｎ
（
Ｓ

） ；
最 （

Ｘ
） 南端 （

Ｍ
） 位于 （

Ｄ
）南海南沙群 岛 中

（
Ｍ

）的 （
Ｚ

） 曾母暗沙 （
Ｍ

） ，在 （
Ｄ

）
４

°

Ｎ
（ Ｓ ） 附近 （

Ｆ
） ，南

北 （
Ｍ

） 跨 （
Ｄ

） 纬 度 （
Ｍ

） 近 （
Ｆ

）
５０ 度 （ Ｓ ） ， 相距 （

Ｄ
）

５５００ 多千米 （ Ｓ ） 。 初春 （
Ｍ

） ，
当 （ Ｊ ） 东北大地 （

Ｍ
） 还

（
Ｆ

）是 （
Ｄ

） 冰天雪地 （
Ｍ

） 的 （
Ｚ

） 时候 （
Ｍ

） ， 海 南 岛

（
Ｍ

） 已经 （
Ｆ

） 开始 （
Ｄ

）栽种 （
Ｄ

） 水稻 （
Ｍ

） 。 我国 （
Ｍ

）

领土 （
Ｍ

） 的 （
Ｚ

） 最 （
Ｘ

） 东端 （
Ｍ

） ， 位于 （
Ｄ

） 黑 龙 江

（
＼１

）与 （
１〇 乌苏里江以 ） 的 （

２ ） 汇合处 （
１^

） ， 约 （ 卩 ）

１３５
°
Ｅ （ Ｓ ） ； 最 （ Ｘ ） 西端 （ Ｍ ）在 （ Ｄ ） 新疆帕米尔高原

（
厘

） ，约” ）
７３

°
￡

（
５

） 。 领土 （
１＼１

） 东西 （
肘

）跨 （
０

） 经

度 （
Ｍ

）６０ 多度 （ Ｓ ） ， 东西 （
Ｍ

） 相距 （
Ｄ

）
５０００ 多千米

（ Ｓ ） 。 按照 （ Ｊ
）世界 （

Ｍ
）时区 （

Ｍ
）划分 （

Ｄ
） ，我 国 （ Ｍ ）

跨 （
Ｄ

）
了 （

Ｚ
）
５ 个时区 （ Ｓ ） ， 当 （ Ｊ

）东部 （
Ｍ

） 的 （ Ｚ ） 乌

苏里江 （
Ｍ

）早晨 （
Ｍ

） 撒满 （
Ｄ

） 阳 光 （
Ｍ

） 的 （
Ｚ

） 时候

（
河

） ，西部 （
》１

） 的 （
２

） 帕米尔高原 （
＼１

）还 （
［

） 是印 ）

满天星斗 （
Ｍ

） 的 （
Ｚ

）深夜 （
Ｍ

） 。

２ ． 词类频度统计

该微课程案例 由 １ ２８ 个词语组成 ， 包括名词 、 动

词 、数量词和助词等词语 。 通过统计分析各种词语出

现的次数和占比得出表 １ 。

表 Ｉ 教师用语统计表

频度 次数 占 比率

名 词
（
Ｍ ） ５８ ４５ ． ３ １％

动词 （Ｄ ） １９ １４ ． ８４％

形容词 （ Ｘ ）
８ ６ ．

２５％

数量词 （ Ｓ ） １
１ ８ ． ５９％

代词 （ ＱＤ ）
１ ０ ． ７８％

副 词 （
Ｆ ） ９ ７ ．

０３％

介词
（
Ｊ ） ５ ３ ． ９ １ ％

连词 （ Ｌ ） ２ １
． ５６％

助词 （ Ｚ ）
１ ５ １ １

． ７２％

其他词 （Ｑ ）
０ ０

总计 １ ２８ １００％

注 ：其他词 （ Ｑ ）
包含叹词和拟声 词等

３ ． 教学过程信息 燏

教师的信息熵 Ｗ＝ ２ ．４４ｂ ｉｔ
， 为了 进行对比分析 ，

进行归
一

化处理 ，得到相对信息熵 。

计算公式为

Ｈ
（
Ｕ

）

＝辜
￣

（
２

）

Ｍ
ｍ ｎｘ

通过计算得出相对信息熵值约为 〇 ．７４
。 相对信

息熵的值在 〇 ￣

１ 之间 ，具有对称性 。 相对信息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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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口
、
粮食与环境

’ ”

课题 ，教师进行以下引 导 ：

一

是

关于人 口 问题 ， 引 导学生从人 口 自 然增长率入手 ，得

出人 口增长率过高 ，
人口 出生率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

率 ，饥饿半饥饿人 口 数量多的结论 ，最终得出 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人 口 问题主要为人 口增 长过快问题 。
二

是关于粮食问题 ， 引 导学生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探

讨 ，让学生认识到 由于农牧业生产落后 ，农产品产量

较低 ，面对过快增长的人 口
， 出现粮食供不应求 的问

题。 三是关于环境问题 ，启 发学生从人 口问题和粮食

问题人手 ，分析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 、草原退化等生

态破坏问题产生的原因 。

教师的引领和学生的思考使学生
“

能够对现实中

的区域地理问题 ，运用认识区域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分

析 ，能够较全面地评析某一区域决策的得失
”

， 区域认

知达到较高水平 。 Ａ

到 〇 ．５
，说明信息的差异达到最大值 。 该堂地理微课

的相对信息熵与最大值 〇 ．５ 相差 ０ ．２４
，信息熵并不

大 ，教师的用语差异不大 。 这说明地理教师为了录制

标准的地理微课 ，采用 了规范的教学用语和恰当 的词

性 ，教学用语的不确定性并不大 ， 学生能够很好地接

受这些教学信息 ，并能够快速内化知识 。

４ ． 结果分析

在 １ 分 ３６ 秒的微课程中 ， 教学表达方式采用 的

是描述法 。 在词汇的运用选择上 ，名词 占了４５ ． ３ １ ％
，

接近
一

半 ，体现 了地理课堂知识点讲解 中需要涉及大

量的地理名词的特点 。 另外 ，副词和介词所占 比例也

较大 ，
体现了地理课堂在进行方位描述时需要使用大

量 的副词和介词的特点 。 但该节微课程 中形容词所

占比例较小 ， 只 占到 ６ ． ２５％
，整堂课程显得沉闷 ，缺乏

活力 。

五 、地理微课程教学用语优化策略

１ ． 使用 规范 的地理名词术语

地理学科的专业性较强 ，
要求学生能够正确运用

专业术语描述地理事物和原理。 此外 ，
地理高考 中要

求学生运用 已学 的地理概念 、原理和地理学术语言来

表述地理现象 。 因此
，
地理微课程 中应该使用规范的

地理名词术语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

２ ． 选择恰 当 的词语和词性

地理微课程要在短时间 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就

需要对地理课堂的语言进行艺术化处理 。 为了提升

学生对微课程的接受度 ，教师的语言要具有较高的艺

术性 ，能够声声人耳 、句句感人 、取喻贴切 、 出言有章 。

从信息熵的 角度来看 ， 教师可以适当提高形容词和副

（
上接第 ３３ 页

）

的 目的 。 如学 习
“

巴西
”
一

课时 ，
可组织学生分组讨

论如下问题 ：
巴西的热带雨林应该保护还是开发？ 请

谈一谈你的看法 ， 并写下你的论点和论据 。

巴西的热带雨林应该开发还是保护的论题 ，其开

放度较高
，发散性很强 ，能够迸发出创新思维 的火花 。

学生从生态保护 、社会进步 、
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论

点和论据 ，
基本做到了 言之有理 、 言之有据 ，论点 、论

据 、论证严谨 ， 已经触碰到
“

能够为赞同或质疑某
一区

域决策提出相关论据
”

的水平高度 。

４ ． 循循善诱 ，铺路架桥

在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方面 ，教师的引 导启

发作用尤为重要 ，在学生思路
“

走偏
”

、思路中 断之处

导航 引路 、铺路架桥 ，会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使学生 的

核心素养得到显著提高 。 如关于
“

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

词的使用频率和次数 ，优化地理语言结构 ，提高语言

艺术表现效果 。

３ ． 词语搭配合理
，

语法正确

教师的语言直接影响学生 的语言 习得 ，优美的语

言不仅有助于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
还能起到课堂示

范作用 ，
也是学生提升 自 身语言能力 的有效学 习途

径 。 地理教学语言具有综合性 、科学性和规范性的特

点 。 为 了避免教学用语信息产生混乱 ，
地理教师应该

做到词语搭配合理 ，语法正确 。 在录制微课程的过程

中应避免使用 口语 ， 去掉不必要的后缀词语 ， 使表达

出来的语言 、语法正确 ，语句通顺 。

六 、结语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

“

互联 网 ＋
”

学

习 已经成为教学 的重要辅助方式 。 微课程有效地结

合了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教学方式 ，将繁杂的知识碎

片化 ，并灵活多元地表现出来 。 地理微课程的教学用

语绝不是
一

成不变 的固定模式 ，
不同 的教师应该结合

自 身的特点及课程 内容进行适当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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