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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7/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17321.htm 课例研讨作为校本教研

的一种活动形式，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研讨实效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成为许多学校开展教研活动的

重要形式。那么，怎样更好发挥这种教研形式的作用，使之

真正成为教师发展的一个平台呢？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组织过

的一次心理健康教育研讨活动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研讨主题要精心构思，提前通知。 许多课例研讨活动，常常

是听课者事先不知主题，听完课进行评课。这样的研讨只能

是就课论课，参与者的认识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近年来，

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一线教师的重

视，现实中容易出现“心育与德育各自为政”的现象。基于

以上两点的考虑，我们确定了研讨主题为“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整合”，研讨课内容《比什么》也

是围绕这个主题而选定的。在研讨活动正式开始前，提前几

天告知研讨主题，要求参与人员要事先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思

考并准备书面材料，组织者还为参与人员提供相关学习材料

。整个研讨的过程，从执教者说课、反思，听课者评课都始

终围绕主题而进行，针对性强，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

充分的讨论与交流，真正做到有备而来，有得而归。百考试

题编辑 二、研讨的课例要真实、朴实。 在课例研讨活动中，

作为研讨载体的课例，其质量和价值成了影响研讨效果的一

大重要因素。笔者认为，研讨的课例要做到真实、朴实。 唯

有真实，才有研讨价值。在当前的研讨活动中，仍存在着教



研资源失真的问题。许多教师抛弃不了“公开课情结”，有

些课仍然存在着“作秀”现象，这样导致了研讨效果大打折

扣。在这场研讨中，我们坚持“宁要真实的遗憾，不要虚假

的完美”这个原则，要求执教者提供真实状态下的课堂。百

考试题编辑因此，课堂中出现了气氛不活跃、学生体验不够

等很多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为课后的研讨交流提供了宝

贵的资源。研讨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解决问题

的措施，思维在不断撞中走向深刻，关于研讨主题的认识也

逐渐明晰。 唯有朴实，才有借鉴价值。这主要是针对当前存

在着教学方式追求时髦，教学手段追求现代化的现象提出的

。在很多课例中，教师想尽了花样，把游戏、画画、歌舞等

活动形式请到课堂中，还有的教师每上研讨课必到多媒体教

室，制作课件精美华丽，声像画俱全，但常常让许多不具备

条件的老师觉得这样的课是“艺术品”，只能欣赏不能借鉴

。在本次研讨中，教师只是凭借着几张挂图，几张卡片就展

开了教学活动，课堂气氛宽松和谐。学生讨论时，教师走到

小组中蹲下来，倾听学生的发言，参与他们的交流。百考试

题编辑“把微笑带进课堂，把开心留给学生”，这不正是新

理念的自然体现吗？在课后研讨时，有老师说，“这节课给

我们一种启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神秘莫测、

高不可攀的，每位老师只要肯努力都可以做到”。返璞归真

，让我们看到了研讨课例的真正价值。 三、研讨过程要注意

协调“三要素”的作用。 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是

校本教研的三个基本要素，而只有注意协调整合三者各自的

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校本教研的实效性。百考试题编辑 研

讨交流时，主持人先请执教者针对本节课的活动目标以及活



动结束后的感受进行说课、反思。这有助于听课者更好地理

解本次活动的设计意图，从而能把更多的时间集中到研讨主

题。听课教师在研讨时积极发言，谈感受，提建议，说困惑

。心理健康教研员在研讨中发挥着专业研究人员的引领作用

。在研讨过程中，主持人有意识“让年轻老师先发言，请经

验丰富的老师和教研员压台”，其真正的意义是为群体对话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空间，让参与活动的每一个成员的独立思

考都成为一种资源。这样，整个研讨交流过程气氛宽松和谐

，参与教师畅所欲言，大家在彼此的对话中交流经验，分享

智慧，真正实现了共同提高。百考试题编辑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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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