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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参与评课会使教改变得更加直观高效。

有性格的校长去听老师讲课，当感觉不满意时，会把老师

撵下讲台自己来讲。听到这儿时，老师们经常会莞尔一笑，当

成一笑谈。其实不然，这里边包含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妙处：能

把课上的更好的人何不演绎一把，让被评课的老师看一看？

进行评课时，评课老师指出被评教师需要改进的地方，往

往只是语言上的提醒，做不到声形并茂，被评教师很难得到要

领。这时如果评课教师可以和学生共同演绎课堂，被评教师就

可以直观体会，从而找到更好的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是件有缺憾的艺术，需要不断地去完善，教师知

识有限也会造成错误知识的传授。如果课后能及时和学生一起评

课，错误知识得到及时的改正，这样课堂会变得更加高效准

确，免去以后重新传授的尴尬。

2  学生参与评课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教学要面向学生，要以学生为中心，评课也应该这样。课

的受体是学生，对于评课，学生也应有发言权。在评课时，让

学生说出对课堂的感受，他们会体会到教师是在为同学们改进教

学方法，这无形中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学生参与评课有利于学生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

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人价值的实现在于他人、组

织、集体、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和肯定。学生在参与评课的过程中，

得到了更新教学和展现自我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发挥了个人应有的作用，体现出个人的价值，从而更增强了自主

学习、自我教育、自求发展的信心。由此，他们会感激教师对自

己的尊重，内心会产生满足与肯定感，对学生实现人生价值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4  学生参与评课可以增强师生间的合作意识，提升学生

的语言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

学生参与的评课是一个生生合作、组组合作以及师生合作的

过程，它会使师生看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合作是一个将自己观

点与他人观点碰撞融合的过程。评课时，学生需要组织语言将合

作交流的观点表达出来，这一过程会使学生打开心胸，畅所欲言，

提升他们语言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

综上所述，有学生参与的评课活动比没有学生参与的评课活

动更具优势。

学生参与评课是教师对学生的接纳的程度加深的体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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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课，是听课活动结束之后的教学延伸,对执教教师课堂教学的得失成败进行评议的一种活动。具体地说：是指评者
对照课堂教学目标，对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活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变化进行价值的判断。传统的评课活动一般会在专家组或
者教师间进行，但笔者认为如果这一活动没有了学生的参与，是有缺陷的。在举行评课活动时让学生参与进来，这样做对教师和学
生的成长来说，是更负责任更有好处的。下面笔者将谈一谈对此项观点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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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活动将会为师生建立一个更好的相互接纳、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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