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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67758.htm 只要走进课堂，就会直

接感知到丰富多样的教学行为。从理性上把握它，要注意下

列几个方面的性质。（1）目的性。教学行为总是受某种教学

意图的支配，并指向特定的对象──学生，如为了激发学生

的思考而提问，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新概念而做演示实验，为

了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示范等等。教学行为的目的性根源

于教师对国家教育方针、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颁发的有关教学法规的理解与把握，根源于教师对教

学过程的本源把握和教师的个人教育信念。它是教学思想观

念的集中表现。（2）序列性。教学行为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操

作步骤，包含着若干按一定程序予以完成的动作，表现出一

定的连续性、周期性。例如，课堂提问一般包括引入（表示

即将提问，使学生做好心理上的准备）、陈述问题、提示与

追索答案、评价等基本环节。（3）个体性。任何教学行为都

不能脱离活动的主体──教师而存在，必然显示出教师的某

些个体特性。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行为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教师或直陈明述，坦诚自然；或幽默机智，旁敲侧击；或

情真意切，如春风化雨；或简明朴实，如清水出芙蓉。当然

，也有的教师因循守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昨

天的故事”。教师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对教学过程的理解

不一，而形成各自的行为模式、教学风格。教学行为水准的

高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行为的自觉性。

虽然教学行为总是受到某种教学意图的支配，但是，不同的



教师有目的地控制的程度不一，意识水平不同。有的深思熟

虑，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有的考虑欠成熟、周密，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有的行为方式与主观意图相适应，或基

本相符合，整个教学行为序列能有效地促成教学目标的实现

；有的则不相适应，甚至南辕北辙。第二，教学行为的熟练

性。不同的教师从事某种教学行为序列操作时的熟练程度不

同，巩固情况不一，有的驾驭自如，达到“自动化”的程度

；有的却不熟练，生硬地操作，孤立地进行。那种在长期教

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熟练的（自动化的）行为就是通常所说

的教学技能。第三，教学行为的艺术性。富有艺术性的教学

行为主要表现在能够顺应学情，灵活应变，创造性地运用各

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而不是僵化机械地进行；能够充分挖掘

教学中的艺术因素，不仅讲得明确，而且说得动人；不仅写

得正确，而且书得漂亮；不仅仅是教学时、空、人、物组织

合理，而且注重师生双方的心理协调、情感沟通、气氛和谐

，达到审美化的教学境界。目的性、序列性、个体性是教学

行为的基本属性；而自觉行为、熟练行为、艺术行为则是教

学行为的高级形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