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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证的高中生物学课堂听评课
邝劭炜

（广州市从化区教师发展中心，广东广州 510900）

摘要：基于实证的听评课是高中生物课堂听评课科学、公平和公正的依据。通过运用听评课量表和辅助软件能更好地帮助听评教师

观察课堂实证并形成大数据，有利于听评教师对授课教师作出及时和客观的反馈并指导后续的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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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已经开始。想要改革成功，教师则是其中的

决定性因素。理想课改是否能够真正在学生中实现，其关键之处便

是教师是否具备优秀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课堂作为教师授课教

学的主要场所，脱离课堂的教师难谈专业和业务能力的发展，课堂

是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的重要阵地。能否对高中生物课堂作出全面、

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是直接影响高中生物学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因素。

于是，很有必要开展基于实证的听评课。

一、实证是听评课的依据

（一）获取实证的方法

获取实证就是进行深度的课堂观察。可以通过细察教师课堂

上的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自主生成知识的过程、课后对知识的进

一步探究甚至师生在课堂上的动态变化等获取评价课堂的实证。

1. 教师教学维度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对整节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

调控作用。听课时应该观察教师的教态语言、课堂设计和板书等。

教态语言是伴随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在

课堂教学中，学生积极的“察言观色”更能加深和教师之间的双

向交流互动。因此，在高中生物学课堂上如何能够不把“生”物

课变成“死”物课，教师的教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生物学是

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

科学。教师的教态语言应该能展现出生命的美以及活动规律的变

化。用这些优美的教态语言带领学生走进更优美的生物世界。

教学设计是教师对本节课教学目标、重难点、方法、步骤和时间

等环节的设计。教学设计就是整节课堂的“蓝图”。只有在蓝图设计

合理和精彩时，课堂才能呈现出美。高中生物学课堂每节课都有其不

同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所以采用的方法、步骤和时间也会不尽相同。

但无论如何，课堂设计所预设的教学目标最后应该有所体现。

板书就是黑板上的书写。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高中生物学

课堂带来了大量的图片，音频和视频等，这直接导致了现在有部

分教师出现轻板书的现象，一节课下来黑板上没有几个字。其实

板书是整节课核心内容的展示，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本节课的

主干知识，是一节优秀课堂的必备环节。

2. 学生学习维度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课堂观察最主要是

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包括广度和深度）。观察学生课堂上的参与

度（包括广度和深度）其实就是观察学生“用思维”和“用知识”

的程度。高中生物课堂上“用思维”强调学生必须能透过生物现

象学会提出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及验证的方

法；学生能学会尝试寻找生物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搭建学科知识

的系统化，形成知识的网络；还体现在学生是否满足于课堂所学

知识，是否有进一步探究的欲望并设计出具体可行的方案。“用

知识”更多地体现在学生能否运用课堂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成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甚至能否利用所学的知识提出创造更美好

便捷生活的可能性。

（二）评价实证的途径

获取了实证然后如何才能对实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则需

要听评课量表（表 1）或者软件（表 2）辅助。

表 1　听评课量表

学校 班级
授课
教师

课题 课型

评 价
项目

评价要素 评价结果

A B C D

教 学
目标

1、目标设计科学合理，具体可评价；

2、有具体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目标
体现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探究意识；

3、教学目标体现差异性。

教 学
内容

4、教学内容有情景创设，科学合理，符合
学生的认知基础；

5、教学内容充分为教学目标服务；

6、整合使用教材，开发教学资源，教学内
容体现创造性、差异性。

学生
学习
方式

7、学生自主参与学习的时间、空间、广度
和深度；

8、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猜想、验证、推理、
应用或者阅读、体验、分享、运用，主动探
究获取知识；

9、与他人进行合作与交流。

教师
教学
方式

10、激发学生积极的求知欲与探究欲；

11、问题设计具有有效性与层次性；

12、面向全体学生，课堂活动形式多样，交
流充分有效；

13、课堂教学生动活泼，方法恰当有效，教
学过程组织科学合理；

14、指导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充
分保障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时间与空间；

15、对学生的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6、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课堂
教学
效果

17、学生能正确清楚地表述知识；

18、学生能迁移应用所学知识；

19、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0、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总分

备注
（    ）个 A      （    ）个 B       （    ）个 C       （    ）个 D
   A、 B、C、D 的赋值分别是：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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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量表为广州市从化区教师发展中心听评课量表

在以上的量表中，把课堂需要观察的实证分成了 5大类和 20

小点，每一小点对应不同的等级。这样就能帮助听课者有目的对

进行课堂的观察，也能对授课者起到很好的反馈作用。

上面的听评课量表适用于听评课教师个人。但要获取整体的

听评课人的意见反馈，则需要相应的技术软件支持。比如可以把

以上的听评课量表导入到特定软件平台上，听评课教师可以直接

在平台上进行评课，从而生成大数据，这样整体的听评课意见就

会立刻生成，能让授课者快速地了解到整体对这节课的评价，更

好地为以后的教育教学服务。

二、听评课是实证的延伸

听评课绝不是组织研讨课或示范课的目的。听评课是为了让

后续的“实证”也就是课堂能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更能落实高

中生物学新课标和高中生物学的学科核心素养。所以，这次的听

评课应该是下一次听评课“实证”的支撑。

课例分析：本区黄老师在高三阶段为全区生物教师上了《原

因原理分析类的长句解答--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专题》的研讨课。

本节课难重点突出，紧扣高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首先

从学生的错误答案分析错误的原因，引出正确的作答方法；接着

用一道例题带领学生一步步完成作答；然后又通过另一道例题放

手让学生独立完成；最后一道例题的做法与之前一道一致，不过

题目的难度有所加深。整节课一气呵成，非常流畅。学生在这节

课中很好地补齐了短板，有助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听课结束后，全区教师对本节课点评如下：

表 2　软件辅助如下

课题
原因原理分析类的长句解
答—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专
题

课型 复习课

评 价 项
目

评价要素 评价结果

A B C D

教 学 目
标

1、目标设计科学合理，具体
可评价；

82.35% 17.65%

2、有具体的学科核心素养培
养目标，目标体现培养学生
问题意识、探究意识；

70.59% 29.41%

3、教学目标体现差异性。 64.71% 35.29%

教 学 内
容

4、教学内容有情景创设，科
学合理，符合学生的认知基
础；

82.35% 17.65%

5、教学内容充分为教学目标
服务；

76.47% 23.53%

6、整合使用教材，开发教学
资源，教学内容体现创造性、
差异性。

70.59% 29.41%

学生
学习
方式

7、学生自主参与学习的时间、
空间、广度和深度；

70.59% 29.41%

8、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猜想、
验证、推理、应用或者阅读、
体验、分享、运用，主动探
究获取知识；

58.82% 41.18%

9、与他人进行合作与交流。 70.89% 29.41%

教师
教学
方式

10、激发学生积极的求知欲
与探究欲；

82.35% 17.65%

11、问题设计具有有效性与
层次性；

64.71% 35.29%

12、面向全体学生，课堂活
动形式多样，交流充分有效；

76.47% 23.53%

13、课堂教学生动活泼，方
法恰当有效，教学过程组织
科学合理；

82.35% 17.65%

14、指导学生开展自主探究、
合作交流，充分保障学生自
主探究学习的时间与空间；

82.35% 17.35%

15、对学生的评价有利于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76.47% 23.53%

16、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
术。

88.24% 11.76%

课堂
教学
效果

17、学生能正确清楚地表述
知识；

70.59% 29.41%

18、学生能迁移应用所学知
识；

70.59% 29.41%

19、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88.24% 11.76%

20、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的落
实。

88.24% 11.76%

听评课教师可以从以上 20 点中获取实证，然后对本节课进行

听评课。通过软件的辅助理科生成了本节课的大概情况。执教教

师可以从以上的分析报告清晰明了地了解本此课堂上的优缺点，

在以后的课堂上扬长避短，实现更大的进步。听评课教师也可以

从以上的分析报告中对照自身的不足，实现共同进步。

三、结语

听评课设置的目的并不是给教师的教学工作添加麻烦，而是

为了教师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因此，作为一名听评课者，首先

要做到的就是对教师保证绝对的尊重。听评课者和上课教师之间

是完全平等的关系，绝对不能出现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听评

课必须基于实证，才能客观、公平和公正，才具有说服力。

另外，哪怕我们的量表和软件开发得如何细致，毕竟这是死

的东西。而高中生物学课堂是有生命的。所以如何利用量表或软

件进行听评课还是应该考虑现实课堂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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