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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也谈教学艺术：大学青年教师如何在教学竞赛中获得佳绩
陈卓瑶

（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教学竞赛是大学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的一种重要途

径。如何更好实现以赛促教，青年教学需要在教学设计、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打磨、反思、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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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设计

（一）数学与工科

工科的一些课程内容像是数学课程的重复，但工科的老师大

多不是数学专业，他们却讲了很多数学问题，而不是讲应用问题。

他们没有讲为什么要用这个数学方法以及使用这个数学方法的一

些约束条件、应用场景及应用条件，只讲“是什么”而没有讲“为

什么”。

数学课程如提供给学生的工具箱，工科老师应该告诉学生或

让学生思考怎么使用这些工具解决具体问题。

（二）文科与工科

工科课程教学逻辑性和连续性很强。对学生来讲，如果老师

前面讲的内容未听懂的话，后面的内容就很难听懂。而文科（包

括经管）的课程内容前后关联性不是太强。学生即使没有听懂前

面的内容，后面的内容也容易听懂。从记忆的角度，文科课程中

的文字、缩写或图形更易让学生记住，而工科课程中的公式及各

种符号很难让学生记住。

二、教学内容

（一）内容与形式

从竞赛的角度，文科内容大多是实际案例或故事，其内容生

动易懂，也很容易引起大部分评委的兴趣及全段关注的。工科内

容，对缺乏一定专业知识的评委来说，内容枯燥乏味，难以听懂，

评委的注意点主要在选手的肢体动作和语言表达上。工科教师与

文科教师同场比赛：工科教师比较吃亏。分组（工科组及文科组）

比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选手间相互观摩学习机会减少。

（二）工科与应用

无论工科或文科，在课堂上讲某个内容时，有三个选择：纯

理论？纯应用？理论与应用结合？讲纯理论比较空洞乏味，讲纯

应用热闹但没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结合的讲授是不二选择。

不同学科、不同课程、不同内容、不同老师会有不同选择，

效果哪个好要看学生听课反应和反馈，并据此做调整和修正。

（三）当下与过去

老师在一门课程结束之前，如果能归纳总结和提炼整门课程

的内容能让学生掌握本门课程的精华，特别是对课程中的思维模

式、思考方法、应用工具等的总结比知识点的总结更重要。知识

更新非常快，特别是互联网的背景下，很容易学到新知识，一些

知识很快就会过时，而思维模式、思考方法、应用工具 / 方法是

终身受用的知识和能力，不会过时。

三、教学方法

（一）视觉与听觉

从接收信息的角度看，80% 来源于视觉，20% 来源于听觉，

而评委（比赛）或学生（授课）的视觉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PPT；

黑板；教师的各种肢体动作以及其他（移动设备屏、教科书、其

他书籍）上。听觉主要集中在教师的语言以及其他（课堂窃窃私语、

接电话等）。

由此，PPT、教师肢体（包含板书）及语言可以作为影响评

委或学生注意力的主要因素，这三个因素再加上一些课堂上学生

的一些行为动作就可以测量老师的课堂教学过程效果。

（二）PPT 与板书

课堂上，PPT 与板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要搞清楚。

写板书能让黑板上的内容可以多留一段时间，使学生能有较

长时间看，慢慢做笔记，反复多次看。如果从记忆角度看，板书

对学生有利。但也可能浪费老师和学生时间。

经过精心准备的 PPT（含公式推导过程的 PPT）一般不会出错，

除非发生系统性错误。但如果在课堂上，某页 PPT 一晃而过，同

时也不会再现，学生难以记笔记，难以记住其内容，这对学生学

习不利，除非课后把 PPT 拷贝给学生。

如果老师通过使用精心准备、充分设计的 PPT，在课堂上用“超

链”“动画”等功能，实现了“反复看”“慢慢看”，能否弥补

学生的这个记忆问题呢？

（三）理论与思考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多讲“为什么”，少讲“是什么”。

在讲理论时，不是讲理论概念（大多学生自己看也能看懂），

而是讲这个理论当时发生的背景，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哪些是

科学问题，一般常人面对这个科学问题是怎么想的，理论创造者

又是怎样思考的，理论创造者当时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或方法，提

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理

论，当时的这个科学问题有没有其他理论方法也能解决，如果有，

哪个更优，这个理论在当时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约束条

件，他的应用范围有多广，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否可以用这个

理论去解决。

通过这些一连串的提问，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思辨能

力，但老师先要花大量的精力、体力去准备，要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要有一桶水！

（四）提问与回答

在课堂上有多种方式提问与回答，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选择。

提问的关键是问题本身要引起学生兴趣和思索，这才能使学生互

动参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问题的答案是老师事先准备好的，其答案是老师的输出，但

不一定全是老师在输出，学生的答案或回答有时会出乎老师的意

料。这时只有老师记住这个答案或回答，就是老师的输入了。在

下一次课时，这个输入没准就成了老师准备的问题及答案，输入

又变成输出了，这种情况在文科教学中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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