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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打开一本书，就好像轻轻感受到淳淳杨柳风，扑面而

来；就好像慢慢感受到蒙蒙杏花雨，从天而降；就似乎全新

体验到浩浩竹林带给你的轻松与快感。

对喜欢阅读的人来说，看书就是一种享受。书卷中的意

念像一股无形的动力，影响你的思想和心态。书乡浸淫日久，

则心胸玲珑，见识广阔，自然语言有味，气质高雅，此书卷

气也。

多读书，可以与主人公卑可怜之人，笑可鄙之士。读书

是超越时空间的邂逅。你会感受李白攀登天姥峰的潇洒；杜

甫登临五岳一览众山小的壮志；李清照在莲花池中争度的轻

快；徐志摩再别康桥的不舍之情……你会和托尔斯泰感受老

婆婆向金鱼永无休止的贪婪；你会与孔子一起因材施教；你

会与鲁迅先生一起在夕阳落日时拾捡朝花，共同回忆那美好

的童年；你也许会与海伦凯乐一起失去光明，面临黑暗，去

感受那份渴望…… 

人生与书本，书本与人生，两者对爱读书之人来说，是

分不开的一回事。人与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人的精神

食粮可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试问一个有气质的读书人又怎

会沉醉于浅薄晦涩的书中呢？怎么样的人，便会看怎么样的

书；相对地，看怎么样的书，便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这或许

不是个定律，但也有它的道理。



课程BBS主题研讨

讨论的价值是什么？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

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

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是的，我们在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看

法，这也是一种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知识，收获了一种思想。本期

主要围绕“如何备课、说课、评课”课程主题进行讨论。

听课是学习，学习他人的教学理念，学习他人是怎样与课标、教材、文本、学生对话

的，学习他人是怎样利用教材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评课、议课是反思，反思课堂呈现的

教学理念，教师的教材处理方法和语言文字训练的途径有什么长处，又有哪些不足，反思

课堂在实现课标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中有哪些是有效的，哪些事无效的。这种反思能升华我

们的教学理念，能提升教学业务水平，能优化教学技能与方法，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句话，听课评课能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李留书(ynxb161327)

我们习惯在听课时关注教师是怎样教的。有时甚至过分注重教师的语调、体态、

形象等带有表演特质的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把教学效果不理想归罪于学生，常常我们

会说：你这样设计是好的，就是学生不配合。加涅认为：教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

在“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下，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和学习状态作为观课议课的重点，

以学的方式、效果来思考教学方式的合理性，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变，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教学。

——杨建伟(ynxb161362)

听评课既是教研活动，又是科研活动。它在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它既是一个验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操作、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在听评

课中可以学习吸收大量的教学理论、经验和先进的教改信息，在执教中去运用。也可把自

己的经验总结概括形成理论。如此循环反复，教师的教学业务素质必然会有很大的提高。

——周波(ynxb161319)



评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评课不是为了显示评课者的水平之高，也

不是为了奉承或压制授课教师，而是为了教师的发展，包括授课教师和听课教师。

因此要抱着对授课教师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提出其优点，指出其缺点，分

析原因，并商量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杨丽华(ynxb160476)

评课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评课的角度、评课的语言都有很强的艺术性。角度

不同、语言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评课效果。有的评课让人一蹶不振，有的评课让人产生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精神焕发，跃跃欲试。如“真实故事”中的评课者先引出教

学理论，接着分析课堂的教学细节，最后点评这种教学过程的实际效果，有理有据、语言

准确、条理清晰。即激励了授课者，又让听课教师留连忘返、受益匪浅，实为一则艺术。

——刘云莲(ynxb161264)

要对一节课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认真听好课。听好一节课也就像是阅读一

篇文章，必须由整体到局部，也就是说听好一节课，我们首先要有大局观，要能够对

所听的这节课所体现的教学理念，课堂教学目标的预设与达成，教学重点的把握，难

点的突破，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以及教学流程的安排等大的方面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如果缺乏了这样的大局观，我们的评课很有可能陷于零碎、散乱，对一节课的评价很

有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陈小飞(ynxb160262)

听评课要以学评教。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情绪、学习行为表现、学习的效果，对

照教师的教学行为，考察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把握，评价教师的课堂设计、组织能力

和教学基本功。只有综合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表现和教师的教学行为，才能正确判断课堂

教学是否激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策略、方法、手段的运用是否适合于学生

的学习基础和心理特征，学习活动的设计、组织是否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从学生的学

习行为着眼，把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行为和教师的教学行为联系起来分析研究，这才是听、

评课的要义。

——刘虹(ynxb162059)

评课要坚持评教与评学相结合，把评课的重点放在“评学”上面。 课堂教学的主体

是学生，教学目标的落实最终是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课堂教学评价要改变传统的

以“评教”为重点的现象，把评价的重点转到“评学”上面，以此促进教师转变观念，改

进教学。要把评课的关注点，从教师传递知识转到学生有效学习方向上面，转到如何针对

学习差异进行因人施教，如何把过多的统一讲授，转变为以指导学生分组学习讨论和统一

答疑、点拨为主要活动方式的课堂，转变为以适当的统一讲解与有指导的自学或自由选择

条件下的探究、研讨，查询相结合的课堂。

——李贵芬(ynxb160290)



在听课中要能够注意随时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一节课的精彩与不足往往是由多方面

因素造成的，我们在听课过程中也往往随时有自己的独特感悟，随笔记下这些实际上也就

是为对课堂评议积累了第一手的资料。听课不仅要善听，还要善记。“好记性不如滥笔

头”，对于听课评课尤其有道理。

——方莉(ynxb160181)

教师课堂上的教学思路设计是多种多样的。为此，我们评教学思路，一是要看教

学思路设计,符合不符合教学内容实际，符合不符合学生实际；二是要看教学思路的设

计，是不是有一定的独创性，能不能给学生以新鲜的感受；三是看教学思路的层次，

脉络是不是清晰；四是看教师在课堂上教学思路实际运作的效果。我们平时听课，有

时看到有些老师课上不好，效率低，很大一个程度就是教学思路不清，或教学思路不

符合教学内容实际和学生实际等造成的。所以评课，必须注重对教学思路的评析。

——顾开荣(ynxb160170)

对别人的课做出恰当有效的评价，要能够让执教者乐意接受你的意见和建议，选择恰

当的表达方式非常重要，只有方式得当，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怎样选择，首先是要根据评

价的对象进行选择，如果执教的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青教师，尽管课堂教学中仍然存在

许多问题和不足，我们仍然要坚持以鼓励为主，要努力挖掘其优点，指导帮助他如何克服

不足，用发展的眼光促进青年教师的发展；如果执教者本身就是一位成熟的教学骨干，我

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并采取商讨的办法，努力与其达成思想上的共识；如果执教

的是名师大家，我们在采取欣赏态度的同时，应该保持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如有不同看法，

同样应该抱着学术研讨求真务实的态度虚心请教，促进提高。

——周聪良(ynxb160253)

评教学效果,一是看学生学到多少东西,受到哪些教育,二是看学生获得了多少激励

和满足。前者主要体现在学生知识的增长、学习方法的获得、技能的训练、智力的发

展、情感的陶冶、意志的锻炼以及思想方法、政治观点、道德信念和价值观的形成等

方面,它是当堂教学效果的实质所在；后者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兴趣和信心的培养上。

——刘虹(ynxb162059)

一堂好课应是有意义的课，是一堂扎实的课，而不是图热闹的课。学生在课中，要学

到新的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学习和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强

烈要求，；对今后的发展有良好的、积极的情感体验；越来越会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学生上课，“进去以前和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了变化”，如果没有没有变化就没有意义。

如果教师讲的东西学生已经知道了，何必再上。

——赵保荣(ynxb161333)



评课活动中大量存在着如下几种状况：一是缺乏明确的目标要求，评课组织简单

化，评语内容空洞化；二是评价者缺乏培训，评价目标空洞，评价者对评价标准很难

掌握；三是评课活动很少与教后感，教后反思，与“教历研究”联系起来，教师教学

之后的再提高受到关注的少，后续发展仅依赖于教师本人的努力。

——赵保荣(ynxb161333)

评课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对名师大家要做到不虚美，对年青后进要做到不贬抑。

其次是评价角度和切入点的选择，评价一节课就像是做一篇文章，最好能够抓住关键点，

进行深入细致的评析，把自己的思考、想法讲清讲透，切忌面面俱到，面面不到，浮光掠

影，不能触及本质，对听课者、执教者不能产生震动，无法形成共鸣，更无法促进提高。

第三表达的条理性与逻辑性，要能够让自己的观点容易被别人接受，评课者在表达上应该

突出条理性和逻辑性，那种不讲条理的漫谈式评课，容易让人产生评价者思维不清晰、思

考不成熟的感觉，无疑会直接影响评课的效果。

——秦海能(ynxb160258)

从听好课入手，记好听课时的第一手材料。通常我们听课做记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实录型，这种形式如同录音机一样，如实的记录课堂教学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方式一般不

可取。因为听者记得多、想得就少；另一种是选择型，选择某一侧面或某些问题，而选择

记录内容的依据是根据听课者的需要，如主讲人的优势所在、课堂的特色、存在的问题等。

——王红(ynxb160343)

评课就是对照课堂教学目标，对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活动及由这些活动所

引起的变化进行价值判断。可以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评课，帮助和指

导教师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促使教师生动活

泼地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李志荣(ynxb161121)

倾听授课教师的自评，做出对点评内容的取舍：授课教师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教师，

也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有新秀、有骨干，也有能手、名师，有活跃型、也有内向型，有

严肃型、也有可亲型，形形色色，各有差异。作为评课者为了达到评课的目的，一定要学

会察言观色、学会倾听其自评，从而做出判断，做出点评内容的取舍。因为任何人的点评

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评无定法，评课也无法用条条框框的标准准确量化。

只有评课者与教者达成一致，点评内容才落到了实处。

——张祥稳(ynxb161358)



评课的过程中，多些指导、建议，也可以从课中内容谈一谈心得（要具体），

少些其它的语言，特别是框架是的评价要少或无评教学设计、目标、内容、时间等的

安排是否合理。学生的参与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是

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应当作为评课的一个主要标准。评教学的实效

性。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情景可以设计的相当完美，但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很可

能因为漂亮的情景而转移了对课本知识的兴趣，教学效果打折扣。 不应当把是否完

成了教学任务作为评价成功与否的依据，而应当把师生的互动程度、内容的实效性作

为评价的一个主要依据。

——刘丽琳(ynxb161849)

评课活动中要“注重教师的个人价值、伦理价值和专业价值”。要尊重与发现执

教者的教师思想、思维方式、品质和修养，不能只评教不见人。要倡导平“现在”，

展望“未来”；评个人，促团队的发展性评课机制的构建，使评课活动与相关教学研

修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评课功能扩大。

——张正安(ynxb160432)

评析老师一节课上的好与坏，不仅要看教学目标的制定和落实，还要看授课者对教材

的组织和处理。我们在评析教师一节课时，既要看教师知识教授得是否准确、科学，更要

注意分析教师在教材处理和教法选择上，是否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抓住了关键。要

看，教学目的的确定是否明确、全面，有针对性、导向性。教学重点是否把握准确，教学

过程是否做到突出重点。教学难点是否把握准确并得到突破。教材的组织、处理是否精心。

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知识基础、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心理特点，对教材进行合

理的调整充实与处理，重新组织、科学安排教学程序，选择好合理的教学方法，使教材系

统转化为教学系统。

——严丽波(ynxb161339)

听课时要全身心地投入，积极思维、认真分析。应从三个角色介入：一要进入“教师”

的角色。要设身处地地思考，如果自己来上这节课，该怎样上，这样既可以避免以局外人

的身份去随意挑剔，看不到长处，不理解执教者的良苦用心；又可以避免无原则的同情理

解，看不到不足与缺点。二要进入“学生”的角色。要使自己处于“学”的情境中，从学

生的角度去反思教师怎样教或怎样处理教学内容、怎样引导、如何组织，学生才能听得懂、

能探究、能应用。三要进入“学习受教”的角色。在听课中更多地去发现教者的长处，发

现课堂教学的闪光点，以及对自己有启迪的东西，做到取长补短，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

平。总之，要开动脑筋去听课，做到耳到、眼到、心到、手到。

——杨东辉(ynxb160747)



工作坊研修话题分享

分享是最好的进步。为了方便各培训项目参训学员的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共同进步，现将工作坊中的一些比较好的研修活动进行展示，以此调动学

员们的积极性，使得大家都能够获得自己教学上的感悟。这里是观点交锋、思

想碰撞的平台。现摘取几例优秀工作坊案例如下。











学科版主答疑摘录

学科版主答疑主要是针对学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复，

以此来帮助学员们更好的学习知识。现摘录部分学科版主答疑进行展示。

更多答疑请关注课程专家工作坊的“学科版主答疑整理”版块。











学员优秀作业展示

随着培训时间的逐渐加长，学员的优秀作业也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本版

块将摘取一部分学员的优秀作业进行展示。

作业标题：身边的师德故事

作业要求：每位学员推荐一位自己身边的最美乡村教师案例，可以是自己学校的，也可以是本乡镇或本

区县的，根据教师师德事迹撰写一份“最美乡村教师的师德故事”，最美乡村教师应该是多类型的，不

必十全十美，只要在某一方面有值得大家学习的事迹即可。

《最美乡村教师的师德故事》

段家毅 罗平县富乐第一中学



《我身边的师德典范》

段柱祥 麒麟区茨营中学

《身边的师德小故事》

王映秀 罗平县老厂第一中学



《我身边的师德模范》

罗光辉 罗平县腊山街道以龙小学



工作坊自我推荐活动

为了更好地发现优秀工作坊，发挥榜样带动作用。请各辅导教师结合本次

培训的工作要求，若自认为工作开展扎实有效，请在学科课程专家工作坊的研

修活动区“工作坊推荐活动”中进行工作坊的推荐或自我推荐。请推荐的老师

提供以下信息：1、工作坊名称2、工作坊网址3、自荐理由。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
网址：http://hdpx.webtrn.cn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