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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在系部的统一安排下，我教研室教师开展了“说课—听课

—评课”活动。本活动得到了教研室全体教师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教师

们认真申报，细致备课、讲课，深入开展评课。通过此次活动，每位教

师都收获颇深。现将具体所得概括如下：

一、认真部署，细致安排。本次活动中，我教研室教师采用先听课，

后利用教研时间集中说课，最后集中评课的流程进行。说课内容为阐述

所讲课的教学目标设定、教材理解和把握、教学环节设计、学情分析等。

听课要求教师尽量利用自身无课时间积极主动去听课，不必拘泥于本专

业、本课程。评课要求教师结合被评课教师的课堂表现和说课情况，进

行客观评价，指出优点与不足。这一安排充分考虑了本学期教师工作量

普遍超额，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落实活动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并将工

作重点落到实处。

二、群体参与，讲究实效。狭义地讲，本次活动有利于提高教研活

动的实效性，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备课质量，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由于类似活动的稀缺性，很多教师一起共事多年，但从未相互走进过课

堂一睹风采，相互切磋。本次群体参与式的活动给大家提供了交流的机

会，采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成为大家的获益共识。广义地讲， 本次活

动利用已有的教研平台，普遍提升了教研维度，完成了初步的师资培训，

促进教学智慧生成，锻炼或催生了教科研团队，为今后的教育教学活动

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我教研室为例，书写组教师通过听取其他专业教师的课程，深刻

感受到书写课应加强学生对书写理论的内化，在传授书写技能的同时让



学生感受到书法的艺术美，通过与小学识字写字教学的链接实现知识迁

移，强调职业发展需要，从而提高学习自主性。教法课教师通过相互间

听评课交流，自觉组建了集体备课团队，加强了相互学习与交流，这为

今后教学团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科学评价，提升效率。本次活动策划客观具体，执行科学实效。

活动中教师的说课、评课固然重要，但评课才是使活动意义升华的关键。

要做到高质量的评课，需做到：

1.明确的评价意识。教师的评价意识应当贯穿于整个活动中。无论是

自己实施教学还是作为旁观者评价同行教学，教师都能够有意识的明确

评价方案。在听评课活动中，评课教师应当根据授课教师的教学设计，

并结合自己的观察重心，在课前确定好评价目标与评价内容，并在课中

记录下具体要评价的教师行为，这样在课后的评课活动中才能据点施评。

2.扎实的评价知能。听评课活动对教师的评价知识与能力的要求很高，

评课教师不仅要对教学活动熟知，更要明确自己作为观评者的职责，用

评价的手段对课堂上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结合课堂学生

的听课表现、思维状态、学习习惯养成训练等情况的观察与记录来对这

堂课的效果进行综合评定。

3.公正的评价态度。评价态度是教师评价立场的体现，即教师站在什

么角度去听课评课? 确立了态度之后所践行的评价行为又是什么? 听评

课教师在收集证据时要保持价值中立，公正地看待授课教师的教学，关

注课堂中的每一位学生。

作为第三方的听评课者，听评课其实也是参与和学习的过程。教师

要依据自己的观课感受为授课教师提供真诚的建议。而不是凭借个人印

象和过往经验泛泛而谈。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评价一堂课的好坏不能仅

仅以课堂氛围作为标准，也不能以活跃的少数学生作为衡量，而应该本



着课堂是提供给全部学生学习机会、促进学生学习的理念进行更为科学

的评价。

为期一个多月的“说课—听课—评课”活动圆满结束了，但留给每

个教师思考和成长的空间却被拓展的越来越宽。学海无涯，教海更应无

涯。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读书人理应有向真向善向美的文化自

觉与自我完善的意识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知识获得手段匮

乏的时代，师者传道受业解惑应是职中本分；浅阅读和自媒体背景下的

人文学科教育如何与时代融合并实现更好发展应是当代教师的使命。细

思之下，不觉惶惑。惴惴之心唯有与同仁共勉，才不觉性愚才浅。

诸君共勉，并肩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