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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高校听评课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明敏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听评课是保障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促进课程建设、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目前高校听课制度不够完善，听

课流于形式。本文分析了高校听评课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

述了听评课的意义，提出了要完善听课制度，实施“通知听课”

与“推门听课”相结合的听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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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载体，而课堂则是课程教学中最基础、最

重要的环节。课程、课程体系建设及课堂教学管理是高校实施人

才培养方案、实现培养目标的核心工作。因此，确保课程建设高效、

课堂教学高质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而听评课则是保障与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促进课程建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

也是教研活动的重要形式。

一、听评课的意义

课堂是教学的生命线。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效果的体现等，都会通过课堂中教师及学生的一举一动彰显。

因此，完善与实施听评课制度对有效进行课堂教学管理、课程建

设、教师培养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

组织课程相关教师集体听课，并将听课变为常态，教研活动

进课堂。听课后集体评议就是很好的一次教研活动，从而也使得

教研活动真正落地。

（二）有利于强化教师听课评课的基本功，提升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能力

通过听课评课，特别是评课的环节，各位教师轮流发表自己

所观察到的内容，聚焦学生的学习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反思，

促使教师从如何听好课的角度去研究如何备课，实际上这是将课

堂评价前置，用评价来指导课堂设计，这对于教师提高自己的教

学水平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三）有利于从关注教向关注学转变

听课教师通过随堂听课，一方面不仅关注授课教师的授课情

况，同时会关注授课班级同学的听课情况，关注学生的姿态、语言、

表情及师生间的互动等，从而从评价的角度，从关注学的角度进

一步促进自己设计出以学习者为中心，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

同的教育服务产品的课堂教学，促进学习者主动学习，释放潜能，

形成学习共同体。

（四）有利于教学团队的建设，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课程群（组）集体听课为教师提供了相互交流与探讨的平台，

有利于在教师之间建立一种互帮互利的机制，有利于增强课程群

教师成员的团队意识、协作意识，有利于实现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增强了教师的科研创新意识，推动教师科研

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在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

的链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五）有利于保证教学的规范化，提高教学质量

在听课制度中规范听课流程，规范听课组织者的职责与要求，

明确听课检查内容，利于教学规范化，利于确保课堂教学质量。

二、听评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学校听课制度不合理

作为一项制度，应该有要求，有考核，责权利要统一。但现

行学校听课制度仅规定了各级各类人员听课的次数，考核也只是

对听课人员的听课次数有考核，没有将听课的结果纳入被听课者

的业绩考评，听课者只是为了完成听课次数而听课，从而导致听

课流于形式。

（二）听课组织不合理

现行听课制度下，听课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各自为政完成听

课次数。没有按学科、课程合理组织集体听课，听课的随意性大，

失去了听课的意义。

（三）听课后没有评议、没有反馈

听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组织相关人员集体听

课，听课后集体评议形成公正、客观的听课意见，及时反馈与授

课教师，才能实现听课目的。但目前基本没有评议，没有反馈。

（四）抄袭听课笔记，虚报听课次数

没有合理的组织，听课变成教师自己的事情，听者不好意思

进课堂听别人的课，而考核也只是检查听课笔记，从而大家相互

抄袭教案作为听课笔记上交。

三、建立与完善听课制度，实施“通知听课”与“推门听课”

相结合的听课方式

（一）建立与完善听课制度

高校日常教学管理应制度化，以制度规范教学行为。制定听

课制度应明确各类人员听课目的、职责、组织流程及考评机制。

（二）多种听课方式有机结合

1. 通知听课

“通知听课”就是让授课教师准备好，再展示。通过“通知听课”

一方面管理者可以了解到授课教师教学水平的最佳状态，另一方

面也为听课教师提供最好的学习素材，更利于大家相互学习提高。

2. 推门听课

“推门听课”就是在授课教师没有预知的情况下，听课者随

时走进课堂听课。通过“推门听课”一方面管理者可以了解到日

常教学的常态，另一方面也促使授课教师认真对待每一堂课，让

常态教学绽放异彩，从而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为使听评课真正落地，听评课应重在交流、强化教研，集体

评课、及时反馈，分享为主、考核从宽。以欣赏、发展的眼光去听课、

评课，做到取长补短。评课者应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来评课，

在评课中反思自己的教学，不仅要促进上课的教师完善教学，更

重要的是通过评课促进自己不断提高授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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