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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效的教学反思
陈　娜

（高邮市送桥镇初级中学，江苏 扬州 225000）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教师在每节课后，都开始有意

识地进行课后反思，反思课堂中的得失，并在今后的教学中进行

整改，教学反思俨然成为教师提高自我的一种重要途径，尤其年

轻教师。但很多年轻教师的教学反思已然成为了一种形式，失去

了初心，存在一些问题。

一、教学反思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反思的实质内容

目前，很多教师对教后和作用的认识还停留在完成任务的层

面，很多时候，迫于领导的压力，不得不完成，这样的教后反思，

既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更谈不上对课堂中出现的问题有什么深刻

的思考。这样的反思，有何实质性内容？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还是在于教师并没有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教后反思可以帮助他们

理解每节课教了什么、学生听懂了没有、没听懂是学生的能力问

题还是自身问题的难度设计不合理，亦或是自己的教学流程的设

计，从根本上就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班级学生的学情的。如果教

师意识到这些，我想，他的教学反思或许就不一样了。

（二）缺少反思的有效方法

大部分教师的教学反思，依然停留在小学生写话式的记录上，

包括课堂教学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学生的反馈如何等等，教师们

的关注点更多的关注在自己在教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接下

来应该怎么调整，但忘却了课堂的真正主体，本就是坐在下面听

课的学生。所以，这样忽视了学生的教学反思又有何价值？有人

可能会说，我不会写。这就是我说的教学反思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尤其的年轻的教师们，他们或许有许多教学的理论，但在教后的

反思中，却缺少真正有效的方法。

（三）缺少反思的集体氛围

很多学校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科学有效的教后反思，对教师，

尤其是年轻教师的成长，有着莫大帮助，要求教师在每节课后写

教学反思，并在小组教研的时候研讨交流。以我们学校为例，刚

开始每周四下午固定为语文教研时间，有一位教师进行公开课的

教学，其他教师负责观摩。教学后，开课的教师对自己本节课的

教学，进行反思，并与同组的教师交流。但大部分时候，这样的

教后反思，开设公开课的教师，在课前就已经准备好，而同组的

其他教师，也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提出真正切实有效的建议。

这样的反思，除了留下活动的照片，还有何用？

二、应对问题的策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现根据个人的一点简单思考，给出如下

的建议：

（一）增强自己的反思意识

年轻的教师，首先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教师的职业道德感，

具备了这两点，我们就会时刻提醒自己，学生是我们工作的第

一要素，是我们所有的出发点。因此，我们会时刻提醒自己，

一切教学，为了让学生学有所得，这样我们就会主动地在每节

课后，进行反思，反思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否合适、教学内容

是否准确、教学方法是否恰当、学生的反馈如何等，长期坚持，

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反思型教师，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反思

流于形式。

（二）学习反思的方法

我们日常的教学反思，一定来源于自己的日常教学行为，可

能是自己发现了更适合的教学方法，也可能是学生的某些反馈给

了自己新的启发，又或者来源于其他教师的观摩后给出的更改建

议…问题的关注点不仅仅是自己的教学设计的不足，也可以是自

己教学过程中顺畅的部分，也就是设计的优点。而我认为最有效

的反思方法来源于开设公开课，尤其对于年轻教师而言。个人备课、

上课——在组内进行说课——本组内的教师进行指点——更改后

正式上课——课后由同组教师进行评课——自己进行记录，并形

成书面文字，以供后效。

当然，有效的教学反思的方法还有许多，例如：

1. 撰写教学日志

通过记录教学实录，促使教师不断认识自身教育观念与教学

方式的成功与不足，并不断地进行修改，对以后进一步改进教学

工作是很有益的。

2. 观看录像反思教学

通过录像再现教师的教学过程，让教师在自我分析与他人评

价相结合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包括对学生的表现和发

展进行评估，对教学的成功与失败之处进行分析等，这样可以找

出在语言和体态上的一些问题。

3. 多看教学类专著

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要

成为反思型教师必须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掌握先

进的教育理念，用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审视学生、审视课程，

也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结构，实现教师成长过程。

4. 加强交流合作

教师在专业成长的路上，必须学会与专家交流、与同事交流、

与学生交流，并在此过程中进行反思，使自己的认识得以不断提高。

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学校也应该向教师提供和展现形式多样

的研究性反思的途径与方法，让教师认识到可以针对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情形下，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思考，丰

富反思的方式。

（三）营造反思的氛围

学校在进行教研活动时，可以让教师们相互探讨彼此的教学

反思，并相互间提出意见。只有形成了整体的研讨氛围，教师才

能更好地进行有效的教学反思，并在反思的过程中，沟通、质疑、

交流、研究、提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利于教师成长的反思

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