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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新课程理念下评课的思考
易　斌

（广西桂林市第十八中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课堂是心灵与心灵

的交流、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师生在交往互动的双边活动历程中，

构建了知识，掌握了方法，形成了能力，生成了智慧。所有学生

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与理性精神等有实质性提升，每一位学生都有

所发展与成长。

新课程理念下如何评课？福建师大著名教育专家余文森教授

认为：“有思想，有文化，有智慧，符合新课程理念的课，就是好课。”

江苏语文泰斗、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觉得：“成功的课是能够激

发学生的兴趣，最成功的课是让学生有憧憬和梦想！”华东师大

的崔永漷教授在《新课程环境下的听评课》中则从“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课程性质，课堂文化”四个维度进行评课。我国教育

界权威专家、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叶澜女士在《好课的五个标准》

中从“有意义，有效率，生成性，常态性，有待完善”五个视角

进行评课。不同的专家，其评课维度与标准往往不同，因此，如

何评课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没有绝对的范式。本文从“教学

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教师素质”四个维度进行课堂评价。

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教学的蓝图，是一堂课的教学规划，教学设计预

定了课堂教学的轨迹，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效果、格局和境界。教

学设计包含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内容及重难点的确定、教材的

处理、教法及媒体的选择、教学过程活动的组织、板书的设计等。

可以从以下视角进行评价。

1. 教学目标。教师是否依据课标、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认知水

平设立明确的、有层次的、可测量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教学的

出发点和归宿，它的正确制订和达成，是衡量一堂课好坏的主要尺度。

2. 活化教材。教师是否正确领会教材意图，灵活处理教材，

既保证科学性，重视系统性、逻辑性，又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充

分挖掘教材资源，创造性地适度开发教材与重组、整合教材 .

3. 教法选择。教学方法包括“教”法和“学”法。教师是否选择

了恰当的教法和媒体技术，突出了重点，抓住了关键，巧妙突破了教

学难点。是否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之旅中感悟出学习之法，研究之道。

4. 活动设计。教学活动设计是课堂教学的脉络和主线。教师是

否设计了符合学生实际，有独创性、能激活学生求知欲、有效的系

列教学探究活动，各环节的教学活动是否脉络清晰，组合编排科学，

过渡衔接自然，环环相扣。是否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以问题导学，

贴近学生思维最近发展区，设计能激发学生思考、探索、讨论和实

践欲望的问题，有效促进学生参与学习。

5. 板书设计。教师板书是否科学合理，布局美观，富有艺术性。

是否条理性强，凸显了知识的主干线。

二、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体现了教师的执行力，彰显了教师风格。可以从以

下视角进行评价。

1. 执行力。教师在课堂执行中是否根据课型特点、教学内容、

学生水平灵活选择教法及恰当应用媒体，按教学设计顺畅开展教

学活动，学法指导有序、有效。

2. 驾驭力。教师是否及时获取和反馈学生的学习信息，灵活

利用现场生成性教学资源调整教学方案。

3. 理念贯彻。是否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活动为主线、

能力为核心展开教学。

（1）教师是否充分激活学生，循循善诱，启发式教学，引导

学生开展观察、操作、比较、猜想、推理、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各活动环节转换是否有机、自然、艺术。

（2）教师是否合理分配时间，留给学生足够的练习时间、思考空间. 

使学生有效地经历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学生能否在动手实践、自

主探索、合作交流中突破难点，构建主干知识 . 感悟方法，生成能力。

4. 评价。教师是否采用了多元评价，评价学习过程方式多样。

教师点评是否启发性、针对性强。

5. 课堂氛围。学生是否快乐学习，课堂气氛是否民主、平等、

开放、和谐，课堂是否有序高效，环环相扣，自然生成。

6. 学生参与。师生、生生是否积极互动，学生是否深度参与

学习，积极思考和实践，敢于质疑或发表个人观点。

7. 学生学习力。学生是否勤于笔记，善于思考，豁然顿悟。

三、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效果是评价课堂教学的最重要依据。可以从以下视

角进行效果评价。

1. 效率。教师是否有效利用 40 分钟，学生是否学得轻松愉

快，积极性高，当堂问题当堂解决。学生是否掌握所学知识？

运用所学知识、方法解决问题的准确率高。

2. 效果。是否高度达成预定的教学目标。课堂是否有序、气

氛活跃，民主、平等、开放、和谐。师生是否互动默契，思维活泼，

交流畅通，课堂自然生成。

3. 效益。学生是否受益面大，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原有基础上

都有进步。所有学生是否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及各种能力和谐发展。

4. 会学习，会思考，有境界。学生是否养育了良好的学习习

惯（会学）、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善学）、形成了浓厚的学

习兴趣（乐学）、端正了学习态度和升华了精神境界。

四、教师素质

教学设计犹如一首歌，歌曲能否感人、传神，取决与歌者。

100 个教师用同一个教学设计，可以有 100 种不同效果。其原因

是教师素质有别。对教师素质可以从以下视角进行评价。

1. 教态。教师是否自然、得体、大方，富有亲和力、感染力。

是否具有鼓励、热爱学生的眼神。

2. 语言。教师的语言关系到课的成败。教师的课堂语言是否

准确清楚、婉转流畅、精当简练、生动形象有启发性。语调是否

高低适宜、快慢适度、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是否精讲精评、

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突出要点、有针对性、启发性。

3. 板书。板书是否字迹规范，整洁美观，布局合理，主干突出。

4. 媒体技术。教师是否熟练运用教具，操作投影仪、录音机、

微机等多媒体。

5. 驾驭能力。教师是否理念先进，学养丰厚，能灵活驾驭课堂，

调控课堂，善抓课堂契机，因势利导学生学习 .

6. 风格。教师是否有鲜明特色，个性化的教学风格和课堂教

学艺术，给人耳目一新。

五、通过评课，揭示，挖掘教学设计背后隐藏的教育理念，

对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