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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教而后思，善莫大焉 
——浅谈“课后反思”对青年教师成长的意义及开展途径 

◆曾  静 

（重庆市彭水第一中学校  重庆彭水  409600） 

 
摘要：良好的教师素养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青年教师作为教师群
体中的新生、年轻力量应着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素养，使自己

能够适应当前和未来教育的需要。论语中说“学而不思则罔”。青年教师

除了需要在课前多学多思，更需在课后多思多总结。实践得真知，课后
反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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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后反思及对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价值 
所谓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

并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过程。广义
上的教学反思包含课前反思、课中反思和课后反思。随着新课程
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教师有全新的教育理念，全面的教育教学
能力，全新的教学行为形式。因此，青年教师必须积极主动地通
过各种方式实现自我完善，以推进自己的专业发展，使自己能够
适应当前和未来教育的需要。而在众多自我完善的方式中，教学
反思无疑是非常有效的一种。 

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教学经验是狭隘的经验••••••
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
那么他的教学水平的发展将停滞不前，甚至有所滑坡。即便有多
年的教学经验，也只能是一项工作的多次重复。”此话发人深省，
教学反思不足，有多年经验的老教师甚至优秀教师或许也会停滞
不前；而青年教师初入职场、初登讲台，或多或少存在着对教学
活动认识不足、经验缺乏的问题。当前教学过程中，重课前准备、
课中反应而轻课后反思总结，对青年教师的个人成长实为不利。
开展课后反思，让教师原始的教学经验不断地处于被审视、被修
正、被强化、被否定的思维加工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
丰富和提升教师的教学经验。同时能将教学经验系统化、理论化，
使教师的认识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教后反思是教
师提高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的关键，它对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的意
义尤其重大。 

二、青年教师开展课后反思的途径 
（一）青年教师要在时间上进行合理规划。 
“课后思”——“周后思”或“单元思”——“月后思”—

—“期中思”——“学期思”——“学年思”等。一堂课后写好
课后一得、课后随笔或教学日记； 一周结束或一个单元结束后
反思，梳理重点问题，及时矫正；月考后的梳理和总结；通过期
中考试，期末考试后召开学生座谈会，收集学生意见和反馈，进
行阶段性反思；也可以进行一个学年或三年一届教学的宏观反
思。 

（二）从内容上划分： 
1、思教学不足之处。教学是一种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教师

来说，失误在所难免。失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忽视失误。青
年教师在教学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学内容处理不当、教
学方式不够准确等，课后反思就是引导教师自觉、主动反思，列
出自己在本节课中的失误点，如果自己不能发现，可以请同仁多
听自己的课，给自己多提一些建议，然后认真地加以反思，并分
析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尽量在日后的教
学中减少同类失误，使教学素养日臻完善。 

2、思教学疑惑之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没有一成
不变的课堂，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学生。当今社会，学生获取资源
和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因而教师已不再是真理的化身和完美的
代名词。在教学中肯定会遇到一些自己在备课中没有预料到的问
题，对于这些问题，教师要勤于记载，勤于思考。如果当堂不能
解决的疑问，课后一定要查阅相关资料，下节课要给学生给予解
释，以解决学生知识上的盲区。要善于倾听来自课内和课外学生
的建议，将问题转化为课题，即知即改。 

3、思精彩成功之处。如新颖有趣的导言、直观形象的演示、
教师适时巧妙的设问、师生思维碰撞的智慧火花、突发事件的处
理等，这些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学法指导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都是教学成功的重要因素，课后将这些精彩之处记录下来，并可
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完善、推陈出新避免因时间长久造成遗
忘遗憾。抓住每一节课的闪光点，日积月累，课堂将会是处处闪
光。 

4、思教案的再设计。一节课下来，静心沉思，摸索出了哪
些教学规律；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发现；组织教
学方面有何新招；解题的诸多误区有无突破；启迪是否得当；训
练是否到位等等。及时记下这些得失，并进行必要的归类与取舍，
考虑一下再教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如何做，写出“教学再设计”，
及时反思记录，对下次的教案写作形成经验。这样可以做到扬长
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5、思多媒体设备在教学中的最大作用。运用多媒体辅助教
学，可以增大信息量，创设情境、渲染氛围、化解教学难点，克
服传统教学的不足，使教师教得轻松，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但随之而来的是，某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出现了为
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的情况，使用过滥、过乱，喧宾夺主，
营造了热闹的课堂氛围而远离了教学目标，教学效果反不如传统
教学的“优势异化”。因此，认真反思多媒体的使用，做到该用
则用，不该用果断弃之。 

6、记录学生不同见解之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他们总会有“创新的火花”在闪烁，教师应当充分肯
定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好方
法、好思路得以推广，而且对他们也是一种赞赏和激励。同时，
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也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可拓宽教师
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水平。因此，将其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以
后丰富教学的材料养分。 

叶澜教授指出：“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
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的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青年教师认
真开展课后反思，能直观、具体地提炼教学中的长处，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再次研究教材和学生，优化教学方法和手
段，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水平。任何一位教师如
果想在教学上有所进步，有所建树，一定离不开反思与总结，这
也是青年教师想要成长进步的必经必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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