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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7/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67748.htm 目前课堂教学中教师的

讲授所占比重很大。有关研究者曾对我国北京的小学课堂教

学与美国芝加哥的小学课堂教学作过对比观察，情况如下。

表3-3 北京、芝加哥小学课堂活动情况比较 课堂活动内容北 

京芝加哥一年级五年级一年级五年级与科目有关的讲

授76801919同声或小组回答7622144问题一回答65642929学生评

价101332教师评价16102620学生自己活动20243643中美课堂上

师生活动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在中国的小学课堂中，教师

的言语讲授活动占绝对优势，而美国的小学教师更注重让巩

童自己活动。两者的差异反映出教学思想观念的不同。有位

三十多岁的农村女教师，在上初一历史课时，通过讲述、提

问、板书、课堂作业等方式完成了“明末农民战争”的“传

授任务”。课后交换意见时，听课者问：“你觉得这节课上

得怎么样？”答：“讲得不够透彻，学生的积极性还没有调

动起来⋯⋯”又问：“能不能说说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

答：“重点还是讲得突出，特别是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原因

、经过等，自己结合挂图，有重点地作了讲解。”听课者有

意重复了一下女教师的话：“哦，你觉得重点还是讲得突出

，”并且把“讲”字念得特别重。说缺点也罢，谈优点也好

，女教师都离不开一个“讲”字。在她看来，上课就是讲课

本，讲清楚、讲明白，重点讲突出，就是好的教学；否则就

是失败的。或许正是以此为依据，女教师对自己的历史课比

较满意，讲缺点，实在有些勉强，支支吾吾的，像是从牙缝



里挤出来的；而讲优点，却脱口而出，充满了自信。当听课

者建议将历史课本上若干课题抛给学生，让学生从中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研究性学习”尝试时，她感到茫然。

对于纠正讲授不当、“讲授过度”的现象，指导者应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因为在不少教师看来，学生的学习是靠老师教

会的；好的教师就是“会讲课”，能把学生“讲懂”；只有

多讲几遍，多举几个例子，才能“讲懂”；把学生“讲懂”

了，是对学生认真负责的表现。前提（学生的学习是靠老师

教会的）错了，后面的推理也就跟着错了。要让教师意识到

，学生的学习不应是被动的接受，也不只是书本知识的获得

，而是一种现实意义的建构，是学习者以其特有的经验和方

式（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对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和改造并

赋予现实以独特意义的一种建构。它涉及知识生成、技能形

成、意义建构、价值追求等各个方面，决不是单一的讲授所

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多讲，学生多学；教师少讲，学生少学

；教师不讲，学生也就不学：这样的教学不可能让学生真正

学会学习。意识到学习观的错误，不等于就能纠正错误。对

不少中老年教师来说，有个打破已有惯例的问题。对此，可

以像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那样，规定每节课教师讲授不超

过10～15分钟，学生自学不少于30～35分钟；像江苏省泰兴

洋思初中那样，规定课堂教学必须“先学后教”，“当堂训

练”。同时，要让教师每天反思自己的教学有没有以讲代读

、以讲代练、以讲代思的现象，有没有当讲不讲、不当讲却

滔滔不绝地讲授的现象，有没有将自己的讲授占用的时间压

缩在最小范围内。要结合具体的课案写反思日记，并组织交

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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