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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觀課中的評課與反思

文│劉朝暉  鄧荷英

前言
除了集體備課，教研的另一種

重要形式就是聽、評課。每年 3-5

月，一年一度的澳門“內師計劃”

壓軸大戲——聯校觀課如期舉行，

一時間優秀課例精彩紛呈。聯校觀

課活動既檢驗了一年來“內師計

劃”工作的“成色”，也為跨校教

研的開展與實施搭建了一個優質

平台，構建了一種良好的教研機

制。當然，最終目的是要奔向提升

全體教師專業水準、提高教學品質

等教育主軸上去。為此，在聽、評

課過程中，抱着“完成任務”的心

態，抑或只是“蜻蜓點水”式地參

與一下，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

那麼，很可能是“浪費時間”之舉。

為達成預設的目標，我們當釐清評

課中的幾個問題。

一、甚麼是評課

評課是在聽課活動結束後，對授課

者課堂教學體現的教育教學理念、教學

實施過程及最終的教學效果進行評議的

活動。評課是一項教育科研活動，其出

發點在於不斷深化課堂教學改革，提高

教育品質與教學效率，並促進教師專業

水準提升。目的性是評課的重要特徵。

評課過程中，要依據課例，交流教育教

學思想，總結教學經驗，探討教學方法，

挖掘課堂中的亮點，幫助授課教師進一

步提高教學能力。通過評課，使參與活

動的教師，從課例中吸取經驗，將公開

課教學與自己平時的課堂教學進行比較

研究，借鑒他人的經驗，結合自身特點，

最終提升專業水準，激勵每位教師通過

教研取得教學的優質、高效，成為“受

學生歡迎的人”。只有圍繞上述目標，

評課才能更有針對性，取得最佳效果。



教育    焦點

24 教師雜誌．第六十九期

二、怎樣評課

（一）評價教師的主導作用

教育改革呼喚教師從傳統的教育角色

中擺脫出來，開啟新的角色。教師應在目

標設立、創設情境、問題引領、方法點撥、

鋪設台階、營造氛圍、點評激勵、拓展遷

移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教師應踐行“先

學後教”理念，向學生提供研習所需的生

活化案例，呈現足以引發認知衝突的學習

問題，營造學習氛圍，激發學習興趣，鼓

勵學生在自主學習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同伴

合作、探究。

第一，教材處理是否到位。具體有“十

問”：教學目標是否明晰、適切；知識體

系是否健全；教學重點是否突出；教學難

點是否突破；內容定量是否妥當；是否克

服“知識至上”的教學觀；是否突出了與

現實生活、學生經驗的聯繫；是否強調了

學以致用；是否加強了方法、應用、探究

等方面的內容及學科間的整合和綜合；是

否啟迪了學生思維。

第二，教學方法是否合理。主要有“三

問”：是否為學生提供必要的認識前提，

安排好新舊知識的鏈接，讓學生跳一跳摘

果子；是否創設問題情境，將新授知識轉

化為學生感興趣的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

考，培養學生的能力；是否符合學生心理

特點，做到因材施教，讓每位學生都在其

原有基礎上得到最好的發展。

第三，指導是否適時適度。學生通

過自學、交流能學會的內容，教師不應

講解，以免“包辦代替”或“重複、無

效勞動”。出於教學進度的考慮，不少

教師很少給予學生獨立思考、交流的機

會，慣於“灌輸”，並要求學生反復背

誦或通過“題海”進行強化，結果是讓

學生止步於識記、理解、應用等低階思

維階段，從而與分析、綜合、評價和創

造等高級思維絕緣。須知過度幫助將抑

制學生學科思維的發展和核心素養的形

成，導致學生難以面對新情境。教師的

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精當的點評和恰當

的學法指導。點評時應鼓勵創建，歸類

整合不同觀點，充分肯定學生的合理觀

點，倍加讚賞創新觀點，讓學生體驗成

功的喜悅；同時，也應明確指出錯誤並

輔以“補救”訓練。學法指導方面，應

根據教學內容、學情等進行藝術性的指

導，應注重啟發學生自主探索問題解決

的途徑、方法，注重學生觀察、思維、

表述的規範化指導。

第四，課堂調控是否有效。教學環節

的時間分配是否恰當，如講與練、個體學

習與小組學習的時間分配是否合理；教學

互動的方式、效率如何；教學回饋的時機

和效果如何；意外事件處理是否得當。要

求教師對來自課堂中的各種資訊，從正確

的標準和已有的經驗出發作出合理評判，

在此基礎上施行科學的偏差糾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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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價學生的主體地位

現代教育教學思想強調，教學要以人

為本，面向全體學生，培養和發展學生能

力，着力提高學生綜合素養，突出學生主

體地位等。

首先看學生活動是否佔據課堂的主

要時間。立足於自主、合作、探究等學

習理念，學生的活動（包括閱讀、思考、

動手、交流）顯然必須佔據課堂的主要時

間，但不同的學習內容佔用課堂時間應有

所區別，不能機械規定。

其次看小組交流討論是否有效。討論

本身是有意義的教學活動，同時，討論的

問題也必須有討論的價值，通常是重難點

知識或易錯易混的知識；學生個體必須帶

着疑問或觀點參與小組討論，討論過程不

斷產生新觀點、新思想。

再次看知識與技能的獲取路徑。評價

學習效果時不僅要評價學生基礎知識、基

本技能、思維方法的掌握情況，更應關注

其獲取的途徑與方法——是否主要依靠學

生的自主活動。通過自主活動獲取知識的

過程，是知識建構的過程，是學生主體性

的重要體現。

（三）評價教學過程與效果

評議教學環節安排是否合理，教學

組織形式是否科學，教學整體結構是否嚴

謹，教學節奏是否得當，教師是否適時適

當地使用現代教學手段等。可以“目標—

策略—評價”為主線安排教學進程，亦可

以“活動—體驗—表現”這一流程來安排。

從課程改革的趨勢來看，更關注學生的

主動參與，讓學生在觀察、操作、討論、

質疑、探究中，在情感的體驗中學習知識，

完善人格。

評價教學目標的達成程度，內容的完

成程度、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學生能

力的形成程度、學生思維的發展程度等。

教學是否注意聯繫學生生活的實際，是否

注意挖掘教學內容中的情意因素，理想狀

態是每個學生都有閃光點，使學生情感、

自我實現的需要得到滿足，從而使學習變

成學生的內驅力。

三、評課有哪些技巧

一要堅持激勵原則。通過評課達到調

動教師參與教學、研究的積極性。為此，

評課過程中，既要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

又要注意語言技巧、發言分寸、評價方向

和火候，以便真正發揮聽、評課的效能，

推動教學持續進步。

二要突出中心。教學是一門藝術，藝

術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遺憾。評課中，應根

據課堂教學的內容，結合聽課的目的，抓

取課堂教學中的主要問題。如本節課的目

的是探討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分析

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評課時就應把重

點放在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的成功經驗和不足上，其他方面只作次

要問題略提即可，切不可沖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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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提出創新思路。如何讓這一堂

課成為優質課，我們應本着精益求精的精

神給出建議。這也是提升專業水準的重要

環節。例如，關於《澳門的人口》一課，

按照教材的順序是“澳門的人口分佈——

澳門的人口增長——澳門的人口問題”，

筆者在評課時建議，以“關閘人口流動的

新聞”為情境素材，先組織學生學習“澳

門的人口增長”，在此基礎上分析“澳門

的人口問題”，最後學習“澳門的人口分

佈”，就不失為一條“創新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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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評課時應本着“共同

進步”的原則，注重評價教師的主

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作用是否正常

發揮，教學過程是否符合課程改革

理念，教學效果是否實現了教學目

標。教無定法，學無止境，期待我

們各學校借助聽、評課這一日常教

研活動為課堂教學注入新動能。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