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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



学习，是一种最美的姿态 

卷首寄语 

有一种学习，没有参与，你不会知道精彩纷呈；有一种 
平台，没有投入，你不会知道温馨如家。我们相聚在远程研修 
的网络平台，聆听教育专家的殷殷教诲，学习吸纳优秀班主任 
的经验点滴。 

无声的屏幕，见证了我们如饥似渴的期待；跳动的键盘， 
记录了我们收获甸甸的喜悦。于是，我们人生智慧的行囊鼓起 
来了，我们的信心增强了。 

当万籁俱寂，人们都沉沉入睡之时，我们还在研修网辛勤 
采撷着；当朋友徜徉街头，漫步林间小道时，我们还在敲击着 
键盘。这些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着、工作着、 
学习着，一路走来，或喜或悲，或苦或累，却是非常的充实， 
非常的快乐！ 

"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乃发灵光"。 
国培，使智者发出灵光，让愚者顿开茅塞。在这里，众多教师 
的教学思想得到了梳理；在这里，众多教师的观点进行着碰撞 
，在碰撞中深化、升华。众多教师们在付出中收获，在收获中 
成长，在成长中体味“国培”的乐趣，并将它的影响深置于每 
位教师的心间！ 

这里，是成长的平台。在这里，我们会学到我们想学到的，收 
获我们所需要的，汲取专家们的智慧，获得心灵成长。 

这里，是辩论的赛场。在这里，你的观点会得到认同，也 
会引来争议。而你会在认同和争议中不断成长。 

人如树，既要承受温暖的阳光，也要承受风雨的洗礼。



研讨，是一种交流的艺术 

课程主题BBS研讨 

讨论的价值是什么？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 
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 
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是的，我们在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分享 
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知识，收获了一种 
思想。本期主要围绕第二阶段的“如何备课、说课、评课”课程展开主题， 
进行讨论。 

我认为评课最关键的是要落实在学生的收获上，注意目标，内容，过程，结果等几 
个环节。在观课，评课前因该做好以下准备。课前，熟悉讲课者所使用的教材以及课标 
要求，这样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教案 
的设计以及讲课的内容，这样你的评课就可以有的放矢。如果带着自己的思想，认识， 
教学设计去观察，那么观课的体会，所得到的启发将会更深，更好。而要做到这一点， 
对课的教学内容了解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课前作好准备工作的原因。观课，评课 
是相辅相成的，要想评好，你就必须要观好，假如你带着求知的心去观课，那么就会观 
的很仔细认真，因为你是有求而来，这“求”就是你的兴趣；假如你带着疑问去听评课 
，那么大家的评课过程就会满足你的求知欲；假如你能把自己观课的感想以及意见拿出 
来与大家讨论，你就会得到大家的评价，从而检验自己的听课水平。 

——白爱华(xbxy1601149) 

评析老师一节课上的好与坏，不仅要看教学目标的制定和落实，还要看授课者对 
教材的组织和处理。我们在评析教师一节课时，既要看教师知识教授得是否准确、科学 
，更要注意分析教师在教材处理和教法选择上，是否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抓住了 
关键。要看，教学目的的确定是否明确、全面，有针对性、导向性。教学重点是否把握 
准确，教学过程是否做到突出重点。教学难点是否把握准确并得到突破。教材的组织、 
处理是否精心。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知识基础、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心理特 
点，对教材进行合理的调整充实与处理，重新组织、科学安排教学程序，选择好合理的 
教学方法，使教材系统转化为教学系统 

——青全(xbxy1600349)



我从评价的内容和视角上谈谈。教学的情境是不确定的，教学是多元的，我们不 
能想自然科学的检测那样，用固定的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教师的教学，但这并不是说，评 
课是无标准的，随意的。评课是对教师教学价值取向及效果的评价。评课在实践操作中 
必然要依据一定的视角或标准。实际上，评课视角的确定、评课标准的制定反映出一定 
的教学价值的取向。现代教学论认为，课堂教学的基本作用是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现 
代课堂教学的基本价值就是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形成良好的品格、掌握科学的 
方法。基于价值观念的转变，评课的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北大裴娣娜教授提出 
，现代课堂教学目标是多元价值并存的：强调掌握基础知识的价值取向，强调基础技能 
训练的价值取向，强调获取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强调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 
，强调情感陶冶的价值取向。教学要体现现代课堂教学的基本价值，评课就要以这些基 
本价值为视角。因此，怎样评课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制定和把握评课的视角和标准。 
让这个视角或标准能够反映我们的教学集中取向，能够适切教学评价的实际。 

——秦燕群(xbxy1601898) 

要对一节课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首先必须认真听好课。听好一节课也就像是阅读 
一篇文章，必须由整体到局部，也就是说听好一节课，我们首先要有大局观，要能够对 
所听的这节课所体现的教学理念，课堂教学目标的预设与达成，教学重点的把握，难点 
的突破，教学方法手段的运用以及教学流程的安排等大的方面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如 
果缺乏了这样的大局观，我们的评课很有可能陷于零碎、散乱，对一节课的评价很有可 
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次，听好一节课要关注细节， 
课堂的精彩，教师教学艺术往往都体现在课堂教学细节的处理上。一堂真正精彩的课表 
现在细节的处理上都比较精致，关注课堂的细节，才能充分感受到课堂的精彩或不足， 
在评议时，也才能够做到有理有据。第三，在听课中要能够注意随时记下自己的心得体 
会，一节课的精彩与不足往往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我们在听课过程中也往往随时有 
自己的独特感悟，随笔记下这些实际上也就是为对课堂评议积累了第一手的资料。听课 
不仅要善听，还要善记。“好记性不如滥笔头”，对于听课评课尤其有道理。 

——杨培(gzfxy160073) 

评价者要进行客观、公正、准确地评课，最后形成评课结论：值得肯定的方面（优 
点），存在的不足（问题）及对教学的建议。这样的评课活动具有较大的作用和效益， 
它体现在：一方面，可以促使听课人指出讲课者的教学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教 
学的建议，以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取他人之长，避他人之短；另一方面，有利于讲课人 
发现自己的优点及不足，促进在今后教学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进一步提高自身教学 
水平。 

——王洋(gzfxy160286)



评课的角度和深度要根据被评的教师的实际情况而定。评课时应注意三点： 
一、要注意教师的年龄差异。对待老教师要尊重，持虚心态度，要把评课重点放在 

教学指导思想方面，对于一般性的问题可以讲的概括一点，同时要帮助其总结经验，并 
使之上升为理论性的东西；对待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要细心指导，持扶持态度，评 
课要具体，可以就教学细节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或努力方向，但不要求全责备，可结合 
实际讲一些教学理论问题，但不宜太多太深。 

二、要注意教师的性格差异。对待性格谦逊的老师，可促膝谈心；对待性格直爽的 
教师，可直截了当；对待性格固执的教师，应谨慎提出意见。 

三、要注意教师的素质差异。对待素质好的教师要提出新的目标，以求不断进取， 
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对待素质一般的教师，要注意鼓励、鞭策，使其充满信心，迎头 
赶上；对待素质较差的老师，要诚恳地帮助他们认识到教学中的不足，促使他产苦练基 
本功，提高自身素质。 

——禤梅英(nnxy152183) 

我认为要准确评价好一节课，至少有以下四个维度。1、从教师的维度看，教师自 
身的学科专业素养是否厚实，教学的基本功是否扎实，教师的教学理念是否符合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教师能否独立处理教材、设计教案，课堂教学中能否体现自身的教学个性 
与风格，教师是否具有较强的驾驭课堂，处理预设与生成关系的能力。一句话：教师对 
“教什么”和“怎么教”是否了然于胸。 2、从学生的维度看，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主 
体地位有没有得到真正的确立，学生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兴趣、热情有没有得到激发， 
学生的思维有没有得到调动，学生的语言、思想、情感、审美等素养有没有得到应有的 
提升。课堂所组织的每一次学习活动是否都是围绕明确的学习目标进行的，学生通过活 
动是否获得了新的感悟体验或新的收获。3、从教材与教学设计角度看，教师对教材文 
本的解读是否准确深刻，教学起点的选择是否准确合宜，教学流程是否简约，重点突出 
。4、从教学效果来看，既要注重显性的知识、技能的训练和掌握，又要关注隐形的能 
力、素养的形成，从新课标的“三维目标”考查，是否关注了学生思想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的形成。 

——王丽宁(nnxy151207) 

要抓主要矛盾。一节好课，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评课中，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 
此，应根据上课教师探讨的目的和课型，根据听课的目的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抓住课 
堂教学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评论。如这节课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课时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上，其他方面只作次要问题略提即可，切不可冲淡中心。 

——赵文陆(hzxy151327)



在评课之前，不妨先听取开课教师对本堂课的设计思路，以便有个整体的把握； 
评教学设计、目标、内容、时间等的安排是否合理；学生的参与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是受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是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应当作为评课 
的一个主要标准；评教学的实效性，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情景可以设计的相当完 
美，但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很可能因为漂亮的情景而转移了对课本知识的兴趣，教学效果 
打折扣；上课思路、逻辑体系也应当是一个评价的重点；不应当把是否完成了教学任务 
作为评价成功与否的依据，而应当把师生的互动程度、内容的实效性作为评价的一个主 
要依据；评课的过程中，多些指导、建议，也可以从课中内容谈一谈心得（要具体）， 
少些其它的语言，特别是框架似的评价要少或无。 
当然，有了上述的评课标准，评起课来似乎好了许多，但还是希望老师们能够多多进行 
专业性的业务学习，让我们的头脑中知识丰富起来，可以应对各学科各专业的课堂教学 
，这样再结合评课标准才能更好进行评课。 

——全贤宗(hzxy150877) 

新课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评课要以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课堂教学水平为 
目的，倡导交流研讨式评课。评课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激励性原则，评课要从调动教 
师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出发，要善于发现教师教学过程的闪光点，要给教师 
理论上指导，方法上点拨，过程上反馈，使教师在评课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受到教益； 
层次性原则，评课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评课对象区分对待，对于骨干教师评课的 
标准要适当高一些，对于新任教师标准适当可以低一点，要逐步提高标准要求。要根据 
“优质课”、“研讨课”、“汇报课”、“过关课”的不同要求区分对待；针对性原则 
，评课要讲究效果，不要空话、大话、好话连篇，面面俱到，不深入实际，要抓住关键 
和要害，突出重点，讲究针对性；客观性原则，评课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要一分为 
二，坚持两点论，不能走向极端。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此，课 
堂教学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 

——莫廷德(hzxy152387)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的正确制订和达成，是衡量一堂课好坏的主要 
尺度。所以，评课首先要评教学目标。1.从教学目标制订来看，要看是否全面、具体、 
适宜。全面，指能从知识、能力、思想情感等几个方面来确定；具体，指知识目标要有 
量化要求，能力、思想情感目标要有明确要求，体现学科特点；适宜，指确定的教学目 
标，能以课标为指导，体现年段、年级、单元教材特点，符合学生年龄实际和认识规律 
，难易适度。2.从目标达成来看，要看教学目标是不是明确地体现在每一教学环节中， 
教学手段是否都紧密地围绕目标，为实现目标服务。要看课堂上是否尽快地接触重点内 
容，重点内容的教学时间是否得到保证，重点知识和技能是否得到巩固和强化。 

——张茵(nnxy150278)



评课者应该注意什么？评课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听课时所获取的感性材料进行细致 
的分析综合，使之上升为理性的东西。听课时往往会发现一些问题或经验，评课时要对 
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各种独立的问题加以仔细的分析研究，发现他们之间的本质联系，还 
必须注意揭示那些被表面现象所掩盖着本质问题。 评课的重点应主要围绕教学任务的 
完成情况、课堂教学组织结构、课堂信息传递结构、学生思维活动的密度和质量、教师 
基本功等方面进行，不要在琐碎问题上吹毛求疵。有的同志在听课时往往抓不住课堂教 
学中的要害问题，总喜欢对教学中出现的偶发性错误抓住不放，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 
法，不但不能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反而会严重地伤害教师的自尊心。 

——彭胜珍(hzxy151292) 

评课要全面衡量，切忌以偏盖全。日常评课活动中，我们在听课中往往会发现有些 
教师在某一方面有十分突出的优点，令人赞叹不已。例如粉笔字写的很漂亮，或者板图 
画的非常漂亮等等。这些突出的优点往往会使听课的人产生一种愉快的心境。相反，有 
时候也会因为授课教师存在某一方面的缺陷，给听课者带来一些沮丧失望的心境。心理 
学研究表明,不管任何性质的心境都具有强烈的弥散性.也就是说,这种愉快和失望的心境 
使人们在其他问题上也会带上同样的感情色彩,产生“一好遮百丑”或“一丑遮百好” 
的心理感觉。因此，如果在听课时发生这种情形，那么在评课时要特别注意防止感情用 
事，以偏盖全。如可以评一评教学的整体结构是否完整有序，体现这一完整性的各个要 
素的排列是否有序，这个顺序是否符合教学规律，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是否符合课型 
特点等。 

——杨虹(gzfxy160066) 

听评课要以学评教。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情绪、学习行为表现、学习的效果， 
对照教师的教学行为，考察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把握，评价教师的课堂设计、组织 
能力和教学基本功。 

只有综合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表现和教师的教学行为，才能正确判断课堂教学是否 
激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策略、方法、手段的运用是否适合于学生的学习 
基础和心理特征，学习活动的设计、组织是否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从学生的学习行 
为着眼，把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行为和教师的教学行为联系起来分析研究，这才是听、评 
课的要义。 

——廖继萍(gzfxy160480)



分享，是一种智慧的碰撞 

工作坊研修话题分享 

分享是是最好的进步。为了方便各培训项目参训学员的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共同进步，现将工作坊中的一些比较好的研修活动进行展示，以 
此调动学员们的积极性，使得大家都能够获得自己教学上的感悟。这里是 
观点交锋、思想碰撞的平台。现摘取几例优秀工作坊案例如下。

















展示，是为了更好地交流 

研修资源展示 

研修资源是参训教师将自己手中现有的教学资源上传发布，与大家资 
源共享的一个过程。上传的研修资源可以是：教学设计、教学案例、教育 
教学方法、微课资源、教育教学网站、与教学有关的书籍名称等一切与教 
育教学有关的话题。现摘录几例好的研修资源进行展示。 

如何创设有趣的数学课堂 
——张成 资阳市雁江区忠义镇中心小学



小学高年级阅读教学中的语言训练 

——张成瑞 乐至县劳动镇中心小学



浅析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作文教学 
——吴华丽 八步区莲塘镇新南小学



答疑，是一种思想的启迪 

学科版主答疑摘录 

学科版主答疑主要是针对学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复， 

以此来帮助学员们更好的学习知识。现摘录部分学科版主答疑进行展示。 

更多答疑请关注课程专家工作坊的“学科版主答疑整理”版块。











展示，是为了共同进步 

学员优秀作业展示区 

随着培训时间的增长，学员的优秀作业也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本 
版块将摘取一部分学员的优秀作业进行展示。 

作业标题：撰写一份“最美乡村教师的师德故事” 
作业要求： 

每位学员推荐一位自己周围的最美乡村教师，可以是自己学校的，也可以是本 
地区的，撰写一份“最美乡村教师的师德故事”，最美乡村教师应该是多类型的， 
不必十全十美，只要在某一方面值得大家学习的即可。字数要求500左右 

最美乡村教师的师德故事 
蓝钰英 宾阳县宾州镇新模完小



我幼儿园的黄老师 

李丽芳 博白县那林镇中心小学



感动无处不在——师德小故事 
苏俊 乐至县高寺初中



爱就在身边-----我身边的师德小故事 

徐希艳 崇州市隆兴镇中学校



•  更多精彩，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联系方式 
网址： 

地址： 

•  http://hdpx.webtrn.cn 

•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