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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进实验室，有好多东西要学，有许多工作要

做；刚来就要跟着师兄师姐去中小学课堂听课，有

点忙，有点乱，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该做哪些

准备？该怎么听课、评课呢？在课题指导过程中，

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跨越式课题，让我欢喜让我忧！ 

---  刚进入课题的新人 --- 



课题指导？ 
 
 
很难！ 
 
很乱！ 
 
很神秘！ 
 
不知所措！ 
 



 备课是策略研究 

 上课是临床研究 

 听课是比较研究 

 评课是诊断研究 

 教后记是反思性研究 

 ---  对课题教师而言 --- 



 要清楚如何帮助教师备课 

 要知道如何修改教学设计 

 要能够完整记录听课笔记 

 要掌握如何巧妙评课 

 要及时督促教师反思 

 ---  对课题指导人员而言 --- 



准备工作（1） 

根据自身需要对以下资源

进行整理、分类： 

 实验室内部已有讲稿

（4a、学习元平台、21

服务器） 

    如：我的整理与分类 

 

F:/04 ET实验室/实验室-PPT讲稿


根据自身需要对以下资源进行整理、分类： 

 服务器上的已有课题资源（学科电子教材、拓展资源、
综合课例、优秀课例） 

    如：我的整理与分类 

 

F:/02 跨越式资源


根据自身需要对以下资源进行整理、分类： 

 学习元平台中的课题资源 

跨越式课题语文学科教学理念问答 

跨越式课题英语学科教学理念问答 

跨越式项目英语课堂教学实践常见问题解答 

跨越式项目语文课堂教学实践常见问题解答 

……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670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671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674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671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6675


准备工作（2） 

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 

 三本黄皮书（必读，理论+案例） 



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 

 何克抗教授专著 



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 

 实验室其他已出版的课题相关书籍 



准备工作（3） 

必备工具： 

各学科课程标准（电子版） 

 语文 

 数学 

 英语 

 

../../新课程标准/语文20120130155433177.pdf
../../新课程标准/数学20120130155736445.pdf
../../新课程标准/英语20120130155515499.pdf


准备工作（3） 

必备工具： 

 1支黑/蓝笔、1支红笔 

 1个笔记簿 



一、集体备课 

准备： 

 大白纸n张、马克笔（黑n支，红2支）、透明胶带；

学科教材 

 

流程： 

 教师分组——选课、选课时——讨论并撰写教学设

计方案（模版）——说课——评价并修改教学设计 

../../../../02 跨越式资源/跨越式教师培训-网络课程-34个专题/专题9：信息化教学设计/html/xxnr/3jxsjfamoban.htm


二、修改教学设计 

学习元平台： 

《如何修改教学设计方案》（余胜泉，2012-03） 

 

现场指导： 

 教学目标为靶心 

 主导-主题思想为主线 

 模式、策略与方法为核心 

 学科教学细节为切入点 

 

切记：结合具体环节点评，避免空洞地谈大道理 

../../校本教研与网络教研/如何批改教学设计方案.pptx


三、听课与评课 

 听课与评课是重要的教研活动形式，要在新课改的背

景下加以审视和实施。 

 

 听课与评课是跨越式课题日常指导工作的核心，是了

解教师水平、帮助教师尽快成长的重要手段。 

 

 听评课是帮助教师进行教学反思的一种服务方式。 



       跨越式课题是新课改背景下的课题，课题指导人员

是新课改以及跨越式理念、方法在一线教育实践的积极

推动者，在两者之间建立共同的“话语空间”，有利于

提升上述活动的质量。 

        因此，除了掌握“跨越式”的语言，需要多听、多

看、多学习别人眼中的新课程理念。 



转化为“实践智慧”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 

语觉论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 

创造性思维理论 

…………………………. 



（一）如何听课 
 

         听课是一般教师或研究者凭借眼、耳、手等

自身的感官及有关的辅助工具（记录本、调查表

、录音录像设备等），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课

堂情境中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料，从感性到理性的

一种学习、评价及研究的教育教学方法。 



听课的目的和作用 

在跨越式课题中，听课的目的及作用在于： 

1、掌握和了解学校、教师贯彻课题理念、方法和要求的

现状； 

2、了解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及水平； 

3、发现课题实施中的问题，对教师加以有效地促进； 

4、总结和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促进教师成长。 

  

 



听课前准备 

理论储备： 
 

①除了熟知课题的相关理论，还要学习课程标准、教材
内容、教学实施、学科课堂教学评价方案、各类课型
的具体要求。 

②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是听好课的前提。如：学教
并重、主导-主体、问题意识、探究意识、个性化教
学、生本教育等。 

③了解相关学科课改最前沿的信息，用新的教学理念去
审视课堂教学。 

 

 

 



业务准备： 
 

①了解教材：要做一个有心人，听课前应该先知道教的
内容：准确把握三维教学目标的要求；理解知识体系
和教材的编排意图；了解整个单元，把握本课在单元
中的位置与作用。 

   如：小学语文课，看看课文写了什么？是怎么写的
？有没有疑点？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感悟？ 

②了解教师：对教师自身情况、备课情况有所了解。 

③了解学生：对学生学习情况、学习习惯等有所了解。 

 

听课前准备 



心理准备： 
 

①听常态课：听课者介入课堂，会使课堂教学实际情况
或多或少的失真，鼓励教师按照平时一样上常态课。 

②课前沟通：在听课前适当地跟老师讲为什么听他们的
课或了解关心教师的教学情况或与教师有个简单的沟
通来转移和减轻教师的紧张或抵触情绪，尽可能取得
被听课者的理解、信任。 

③尊重课堂：进入课堂后，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要漫
不经心，不要和另外的听课者交谈，不要干扰学生学
习，不要干扰教师上课，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外来听课
者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尽量使课堂教学以真实自然的
面貌出现。 

听课前准备 



对听课指导者的要求 

1、要明确听课的目的、计划 

2、要了解教材、学校和教师的基本情况 

3、要处理好与被听课者的关系 

4、要做到听、看、记、思的有机结合 

5、要认真做好听课记录 

6、要积极参与评课 

  

 



听课时做到 

边听边记：边听边教学过程，一般需记录： 

 记板书、教师的重点提问、学生的典型发言； 

 记师生的互动情况； 

 记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记教学中的亮点及失误； 

 记录每个环节所用的时间等。 

 

 

 



记录听课时间 

核心提问 

当堂列出
点评提纲 

新
疆
华
山
中
学 

三
（
一
）
班   

郭
瑜
老
师 

《
我
家
跨
上
了
信
息
高
速
公
路
》
第
二
课
时 

用红笔标注
亮点与不足 

时间：2012-05-14 



新
疆
华
山
中
学 

四
（
四
）
班   

夏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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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 

《
乡
下
人
家
》+

《
牧
场
之
国
》 

精
加
略  

第
一
课
时 

时间：2012-05-15 



 

周新玲老师（第二课时） 

于海静老师（第三课时） 



新
疆
华
山
中
学 

四
（
四
）
班    

《
乡
下
人
家
》+

《
牧
场
之
国
》
精
加
略 

点评：2012-05-15 



听课时做到 

边听边看：一般需观察： 

（1）看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如教态是否亲切自然，板书是
否规范合理，教具（包括多媒体）运用是否熟练，指导学
生学习是否得法，处理偶发问题是否灵活巧妙。 

（2）看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学生是否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
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学习活动中学生经常做出怎样的情绪
反应；学生是否乐于参与思考、讨论、争辩、动手操作； 
学生是否经常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是否得到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否养成。 

（3）看学生和教师的互动。 

 

 

 



听课时做到 

边听边思：一般需思考： 

（1）教师是否体现跨越式课题的理念、方法和要求。如：课
堂教学确定怎样的教学目标、目标在何时采用何种方式呈
现等。 

（2）是否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如何引导学生复习回顾、回
顾什么；新课如何导入；创设怎样的教学情境；设计那些
问题让学生进行探究、如何探究等。 

（3）语言是否流畅、表达是否清楚。 

（4）是否有知识性错误。 

（5）是否有创新的地方。 

（6）教师的思维是否宽泛，学生的发言是否正确。 

（7）教师对学生怎样评价。 

 

 

 

 



听课时做到 

边听边诊：一般需诊断： 

（1）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教材，换个角度行不行。 

（2）对教师成功的地方和不足或出现错误的地方要思
考原因，并预测对学生所产生的相关性影响。 

（3）如果我是学生是否掌握和理解了教学内容。 

（4）新课程的理念、方法、要求等到底如何体现在日
常课堂教学中，并内化为教师自觉的教学行为。 

（5）这节课是否反映教师正常的教学实际水平，如果
我们不来听课，教师是否这样上。 

 

 

 



听课需注意 

 简明扼要地记录教学过程 

 当堂列出评课提纲 

 用红笔分别标出教师课堂中的亮点与不足 

 带着学习的心态去听每一节课 

 听课结束后要勤于总结，指导小组内多交流

总结 

 

 



（二）如何评课 
 

           评课，是指对课堂教学的成败得失及其原

因做切实中肯的分析和评价，并且能够从教育
理论的高度对一些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 

 

      评课是“捉虫”，既捉“问题虫”又要捉“萤火
虫”。不要搞形式主义，注重实效，优点说够给人以
鼓舞；问题说透给人以启迪，提倡学术对话，注意对
不同思想观点的宽容，鼓励与支持。 

                                        —— 叶澜 



评课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听后不评 

2、不痛不痒、抓不住关键与实质 

3、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不分主次 

4、老好人，无原则地尽说好话 

5、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6、空谈理论 

      …… 



 

评课的原则 

1、实话实说原则。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精神评课，但

要讲究谈话艺术。 

2、零距离原则。要站在执教者与帮助促进者的角度去分析考

虑问题，给执教者一个中肯的指导意见。 

3、针对性原则。评课不宜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

要能抓住重点部分详尽地谈，提出的问题要集中明确，充

分肯定特色，同时大胆提出改进意见；要能说服教师，让

其听后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评课的原则 

4、激励性原则。首先要考虑到最终目的是为了激励授课者，而不

是挑毛病，要让执教者听了你的评课后更有信心，更有勇气，

而不要让他听后感叹：“这辈子再也不上课题课了！"  

5、差异性原则。要因人而异，不要强求一律，因教师情况各异，

评价的侧重点不同，评课也要有一定的区别和特色。对于一些

骨干教师要把要求拔高一些，抓住个性特点，挖掘教学特长，

激发个人教学风格的形成。  

6、艺术性原则。评课也要讲究艺术，掌握“谈话”的策略，而且

要注意评议的尺度，就事论事，就课论课，少议论人。 



评课前准备 

 

1、根据授课内容，可以查一些优质的教学设计、有关

的资料（如果听课时带自己的电脑到场的话）。 

2、听课后要认真对照课本、教材、课标衡量一下目标

、任务是否完成。（也可以课前、听课时、下课后

用手机上网查教材或其他资料。） 

3、评课前对有关问题可以对授课教师进行提问，以便

评课更有针对性。 

 

 



评课的着眼点 

1、对教学目标的制定与达成进行评析 

2、对教学资源的处理和利用进行评析 

3、对教学整体设计和实施进行评析 

 从整体看——评析教学思路设计  

 从局部看——评析教学环节的设计与安排  

 从细节看——评析教学实施中的教师行为 

4、对教学方式和手段进行评析 



评课的着眼点 

5、教师评价手段的应用 

6、对教师教学基本功进行评析  

7、对教学效果上分析 

 教学效率高，学生思维活跃，气氛热烈。 

 学生参与面与受益面大，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参与课
堂活动，并在原有基础上都有进步。知识、能力、
思想情操目标都能达成。 

 有效利用40分钟，学生学得轻松愉快，积极性高，
当堂问题当堂解决，学生负担合理。  



四、各学科课题指导 

 每个学科特点不同，听评课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考虑到各学段学生特点不同，听评课时也要灵活处

理与应对 

 每个学科都要正确处理新课标目标与跨越目标之间

的关系。 

 各学科课堂都要体现“主导-主体”教学思想。 



评价量规——语文 

一级指标： 

教学思想 

教学目标和内容 

教学过程 

教学效果 

教学基本功 

教学特色 

 



教学思想 

 体现“主导——主体”的教学思想，教师讲授和
学生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结合，关系处理恰当 

 体现语言运用为中心的思想，落实不同年级语文
跨越式的基本教学模式  

教学目标与内容 

 教学目标设置符合教学内容本身特点和学生的能
力发展水平 

 教学目标明确，能体现课标和跨越的要求 

 教学内容容量合适  



教学过程 
 主导环节： 

 教学环节完整、紧凑 

 教学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效果明显 

 教师提问、引导围绕主题进行，清晰、具有启发性并能促进学生
思考 

 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策略选择合理，灵活运用 

 主体环节： 

 拓展、打写主题与课文主题有机结合，能体现在课标基础上的深
化 

 拓展学习教师指导语明确，资源运用的时机恰当 

 拓展阅读量和阅读、打写时间充分   

 思维训练： 

 能根据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思维训练，兼顾发散思维、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的训练  



教学效果 
 课堂活而不乱，课堂气氛轻松、和谐，师生情感交流充分 

 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情感投入、思维活跃 

 学生打写（或手写）能力突出 

教学基本功 
 精神饱满、仪表整洁、态度认真 

 教学语言准确、丰富、符合儿童认知特点，能适时引导学
生思考 

 关注大部分学生，给予学生恰当的鼓励 

 板书设计合理、字迹规范、内容准确、具概括性，发挥教
学媒体的综合优势 

 教师具备有效的课堂管理策略，善于调控学生行为  

教学特色 

 教学有特色，体现创新意识  

  



语文课题指导梳理与小结 

小学低年段语文： 

1. 课题理念：高效课堂、语言应用为中心、识读写“三位
一体”的思想；以读促悟、悟中品读 

2. 课题模式：211模式、课时分配、时间把握 

3. 教学目标：新课标目标、跨越目标的达成 

4.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第二课时各有侧重 

5. 教学环节：情境创设、核心问题、高效提问、朗读指导
、拓展阅读要求明确、写话题目设计、信息技术运用 

6. 常规养成：教师指令、兼顾学困生、个别化指导、全体
参与、写话兴趣培养、评价与激励语 

7. 教育情怀：以生为本、相信学生 



评价量规——英语 

一级指标： 

教学思想 

教学目标和内容 

教学过程 

教学效果 

教学基本功 

教学特色 

 



教学思想 

 体现“主导——主体”的教学思想，教师讲授和
学生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结合，关系处理恰当 

 体现以“言语交际为中心”的交际式英语教学理
念  

教学目标与内容 

 从整个单元出发设计本节课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设置符合教学内容本身特点和学生的能
力发展水平，体现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要求 

 教学内容容量合适  



教学过程 
 教学主题清晰，教学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效果明显 

 教学环节完整、紧凑 

 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策略选择合理，灵活运用 

 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 

 在语言运用的情境中落实新知的教学，并力求新知的灵活
运用和新旧知的综合运用 

 师生说、生生说、拓展听读的时间分配合理，学生听读、
说的时间充分 

 教师指导和示范清晰、有效  

 资源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难度、数量适度，具有层次性 

 资源使用时机合理  



教学效果 

 课堂活而不乱，学生的课堂行为习惯好，课堂气
氛轻松、和谐、有趣味 

 学生兴趣浓厚，参与面广、参与度高 

 学生能灵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语言流畅，语音
标准，交际能力强  



教学基本功 
 精神饱满、仪表整洁、态度认真 

 用英语组织教学，语音标准、语速适当，教学语言准确、
丰富、符合儿童认知特点 

 能够恰当运用语言和身体语言表现教学中学生不完全清楚
的地方，关注大部分学生，给予学生恰当的鼓励 

 教师具备有效的课堂管理策略，善于调控学生行为 

 板书设计合理、字迹规范、内容准确，发挥教学媒体的综
合优势   

教学特色 

 教学有特色，听说设计体现创新意识 

 资源有创新设计   



英语课题指导梳理与小结 

1. 课题理念：高效课堂、言语交际为中心、主导-主体 

2. 教材把握：单元分析、教材处理、课时分配 

3. 教学目标：新课标目标、跨越目标的达成 

4. 三大活动：师生说、生生说、拓展听读 

5. 三大性：交际性、情境性、层次性 

6. 大教学情境的设计 

7. 处理好旧知与新知之间的关系 

8. 常规养成：全英授课、教师指令、兼顾学困生、个别化
指导、全体参与、兴趣培养、评价与激励语 

9. 教育情怀：以生为本、相信学生 



英语课题指导梳理与小结 

1. 课题理念：高效课堂、言语交际为中心、主导-主体 

2. 教材把握：单元分析、教材处理、课时分配 

3. 教学目标：新课标目标、跨越目标的达成 

4. 三大活动：师生说、生生说、拓展听读 

5. 三大性：交际性、情境性、层次性 

6. 教学大情境的设计 

7. 处理好旧知与新知之间的关系 

8. 常规养成：全英授课、教师指令、兼顾学困生、个别化
指导、全体参与、兴趣培养、评价与激励语 

9. 教育情怀：以生为本、相信学生 



其他学科课题指导梳理与小结 

1. 课题理念：高效课堂、主导-主体 

2. 课题常见模式：探究模式、小组学习、主题教学 

3. 教材把握：单元分析、教材处理、课时分配 

4. 教学目标：新课标目标、跨越目标的达成 

5. 教学环节：高效提问、认知工具的使用、教师主导环节
、学生自主学习环节、学习活动设计 

6. 常规养成：教师指令、兼顾学困生、个别化指导、全体
参与、兴趣培养、评价与激励语；鼓励创新 

7. 教育情怀：以生为本、相信学生 



五、几点建议 

 根据各试验区工作需要，不断地深入一线课堂，逐步建立和

完善自己的课题指导经验体系； 

 时刻抱着学习和研究的心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并将理论

知识和思想应用到指导实践之中； 

 学会运用新课程改革的语言与“跨越式课题”语言，熟悉学

科教学的话语体系，不说外行话； 

 每次听评课、培训与课题活动结束之后，都要勤于总结，主

动梳理与总结评课指导的要点，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完善与整理听课记录（格式、内容）； 

 锻炼与加强在众人面前演讲与表达的能力，尽快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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