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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教师角色的变化
肖玉怡

（惠州惠东县平山黄排小学，广东 惠州 516000）

摘要：在传统课堂教学评价中以教师为主，忽视了学生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课堂教学评价主客体的错位，使得评优课成为教师个

人表演的舞台，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利于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反而为了“配合”教师受到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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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实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铺开，传统教学

评价中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的在改革中体现了出来。因此，反思

传统教学评价及其理念指导下的“好课”，建立一种新的适应新

课程需要的教学评价体系，已经非常必要。

一、传统教学评价以教为主，教师是主角

“以教为主，学为教服务”的错误倾向，导致教学过程中师

生主客体错位。过去评价一堂课往往会用一些指标去套，诸如“教

学目标明确”“渗透学法指导”“注重能力培养”……符合“标准”

的课才称其为“好课”。这些标准都是为教师“量身定制”，将

课堂教学评价的关注点定为教师，表现出“以教为主，学为教服务”

的倾向，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备课成了写剧本，课堂变为教师

表演的舞台。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教师不惜精心设计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甚至为了体现自己的“教学机智”“应变能力”事

先制造问题，还要操练好几遍。

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唱主角、学生当配角，学生的学仅仅

是为了配合教师的教。即使有一些自主的活动，也是在教师事先

设计或限定的范围内为某个教学环节服务。大多数中下游学生失

去了学习的机会，扮演的是“听客”“陪客”的角色。长此以往，

不仅泯灭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在课堂教学中助长了浮夸、

虚假的不良风气，无形中教会学生如何弄虚作假，做“面子工程”，

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二、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以学论教”，教师是配角

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再次重申：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每一位

学生的发展，课堂教学也不例外。因此新课程提出，关注学生在

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应成为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学生在

课堂师生互动、自主学习、同伴合作中的行为表现、参与热情、

情感体验和探究、思考的过程等等，即关注学生在课堂上是怎样

学的。通过了解学生在课堂上如何讨论、交流、合作、思考、获

得结论及其过程等学生的行为表现，评价课堂教学的成败。即使

关注教师的行为，也是关注教师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教师如何

组织并促进学生的讨论，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探究兴趣等，

来评价教师课堂行为表现对学生“学”的价值。

（一）“以学论教”，从关注“教”到关注“学”

新课程倡导新的学习方式，以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为主，

教师不应再充当编剧的导演的角色，而应成为学习情境的创造者、

组织者，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促进者。教师要以学论教，

从以往“只见教材，不见学生”的备课模式中转变过来，花时间

去琢磨学生、琢磨课堂，关注学生在课堂上可能的反应，思考相

应的对策，了解学生的需要，真正上好每一节课。例如，教案设

计并行设计“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两大部分，将

有助于教师同时并重教与学；设计“学情分析”或“开天窗”、“课

后追记”等内容，便于教师在课前分析、思考，课后总结、补充，

在这个意义上，教案并不是写得越干净就说明教师备课越认真。

（二）“学”是“教”的目的，“教”要为“学”服务

学生基础有别、个性迥异，加之教材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课堂上充满意外、出现问题是十分正常的。学生来学校是为了学

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一次次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断

的积累知识、提高能力。对于课堂上学生不会读了、不会回答、

不肯举手或者学生提出来刁难的问题，教师应给予正面的引导、

回答。曾有一位教师在上评优课时一直都很顺利，临近下课时一

名学生提出一个与课堂内容相关的问题，但教师为了“圆满”完

成任务而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后评委评价说，如果他能与学生共

同探讨问题，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完美”，真正做到“以学论教，

教为学服务”不但不会影响他的成绩，反而会成为他的一个亮点。

可见随着新课程的不断开展，新的理念正逐步渗透到教学中来。

三、教师要善于当好配角

（一）当好配角“修炼内功”更重要。

一位教师能否学会“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能否“润

物细无声”地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中来，能否使学生

既掌握知识又提高技能，这些“内功”的“修炼”更为重要。教

师要给予学生充分自主学习、探究的机会，学生在课堂上获得充

分的发展，板书可以让学生来写，总结可以让学生来做，但这依

然是一堂好课，一堂学生学得“好”的课。

（二）配角搭台，主角唱戏。

新课程课堂教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学生说得多、动得

多，但任何事情都应有度的限制，活动和讨论的安排要做到科学、

合理，每一次的活动和讨论学生都应有所收获。教师要把握好课

堂活动的时间、秩序、方向，学生的回答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获取对他们最有效

的知识。

四、结语

新课程观认为课程不仅是知识，同时也是经验，是活动。

课程不再只是知识的载体，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知识的

过程。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是自我建构的过程。教师与学生都

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共创共生，形成“学习共同体”。学生

从同学身上、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教材中学到得多。课

程由教材、教师与学生、教学情景、教学环境构成的一种生态

系统。正是这些理念的不同才是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是一次前所

未有的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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