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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35708.htm 在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日

渐提高的今天，说课成为对老师综合素质的检验的重要方法

之一。很多老师感到说课很难，其实只要你读了下面的文章

，你就知道说课到底该如何进行了 说课，是一个教师专业素

质和文化理论水平的综合体现。它是一门以说课者个人素养

为基础，以说课的方法、手段的巧妙运用为核心，以显示说

课者的艺术形象和风格为外部表现的综合性艺术。 一．语言

的要求 说课的语言要求是确切地使用概念，科学地进行判断

，合乎逻辑地进行推理；做到用词恰当，句法规范、通俗简

练，语言连贯、表述流畅、生动形象，在朴实之中有文采，

有情趣，还要善于描绘，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使深奥的道

理浅显化；说课的语言还应依据说课的内容，快与慢、低与

高相结合，不能是从头到尾始终一种语调；要合理地运用语

言的幽默艺术，通过比喻、夸张、诙谐等手法，使听者在轻

松活泼的气氛中，领会说课的内容，获得鲜明的印象，从而

优化说课的效果。 说课过程中，听的对象不是学生，述说的

也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面对同行叙事说理。因此，说课应

当以讲述语言为主，再综合运用课堂教学语言和朗读语言。

所谓讲述语言，指的是一种客观的陈述性语言。“讲述”，

即讲说，就是把事情和道理讲出来，它是说者面对听者一种

“独白”性的言语活动。其特点是语言信息输出的单向性，

没有听众的言语配合。而且独白语言不使用谈话法、问题法

，对比讨论法，而唯一依靠独白活动来阐明事理。说课应当



以使用此种语言为主，是因为独白语言便于说课者系统地介

绍自己的教学设想和所持的理论依据。当然，这并不是说，

说课就只要使用一种语言就够了。恰恰相反，说课还要求综

合运用多种语言。如：在说教学程序设计的时候，由于说的

是怎样教，为了让听者听清楚课堂教学是怎样一步一步实施

的，就需要置自己于课堂教学的情境之中，像实际的课堂教

学那样，有讲有读，有问有说，整个过程都应以使用课堂教

学语言为主。这里的所谓课堂教学语言，指的是教师在课堂

上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语言。一般来

说，说课中除在说教学程序设计时要使用教学语言以外，还

有课堂教学的导语，课堂教学总结也应使用教学语言。这样

才能使听说课的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加课堂教学的

感受效果。与此同时，在说教学程序的时候，有时还需要运

用朗读语言。所谓朗读语言，就是有表情地运用各种语调、

语气将文字读出声来的语言。如说课者能在说课中根据说的

材料的内容和所要反映的思想感情，恰当地运用朗读语言，

就可以增加说课的感染力，并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 二．节

奏的要求 说课的节奏是指说课者说课时声音的高低和语速的

快慢。说课时掌握好节奏，该慢则慢，该重则重，张驰有致

，抑扬顿挫，不但能提高语言的表现能力，而且还能提高语

言的感染力，从而优化说课效果。总的要求是，应用叙述的

语调说课，中速、声音不轻不重。但在现实的说课活动中，

有时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规定的说课时间到了，而课还

未说完，于是出现了说课的“拖堂”；二是“前松后紧”，

即说课开头时慢慢吞吞，没有时间观念，后来发觉时间所剩

无几，而内容还有一大截未说，于是慌里慌张地突然加快语



速，一句接一句，也不管别人能否听得清楚，最后匆匆忙忙

，草草收场；第三种情况与第二种情况相反，就是“先紧后

松”，开始时说得快，后来内容快说完了，而时间尚剩许多

，说课者只好采用东拉西扯，或故意减慢语速，以期延长时

间。这些现象都会严重影响说课的整体效果。说课的过程，

就像弹奏一部乐曲，自始至终都要注意控制好节奏。说课前

应根据说课规定的时间，对各部分内容所需的时间，大致作

一个估算，以便心中有底，在具体的说保过程中，应尽量做

到按计划时间说课，切忌脚踏西瓜皮，说到哪里算哪里。要

尽量做到整个说课过程节奏统一、和谐、不慌乱也不紧张，

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说完该说的全部内容。 三．内容

的要求 在说课中，做到内容正确，是十分重要的，一切教学

艺术的运用，都应建立在教学内容的正确之上，如果内容出

现谬误，即意味着学生在课堂教学当中接受的将是一种错误

的信息，这是不应该发生，也是说课应当避免的。内容正确

，是说课的最基本的要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材

的分析、理解，包括教材的中心、结构。重点、难点和通过

教材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都必须说得正确无误，能够体现教

材内容的高度科学性；二是在处理教材，即述说教学过程的

时候，不能出现知识性的差错，所涉及的名词、术语、概念

必须科学正确、表述无误，而且所传授的知识，也必须是反

映客观事实及其规律性的知识，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教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都都应当科学准确，不允许有

任何疏忽和失误。说课的内容要体现完整性和系统性，虽然

学科不同，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但该说些什么还是有一个基

本的要求，如课程标准（大纲）、教材、教法、学法、板书



、练习设计、理论依据，无论哪个学科都是需要说到的基本

内容。在说课活动中，要根据时间的限制或突出重点的需要

，要求内容有详有略，重点突出，有的内容应当略讲、少讲

，但以不损害说课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为前提，不然就会

影响说课的质量。突出重点，是达到最优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个是内容总体上的重点，指的是构成说课基本内容当中

，最能反映说课本质特点的部分，即“怎样教”和“为什么

要这样教”的部分。特别是由于说课者的教学能力、水平综

合反映在教材处理上，所以说课中的教学过程这部分内容更

需要详说、细说。说清楚教学过程有哪些环节，这些环节是

怎样一步一步安排的，每个环节又有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

是怎样一步一步落实的等等；另一个是所说教材教学方面的

重点。这些重点往往是教材中的精华，是必须要让学生掌握

的内容。而难点则是学生在获取某部分知识或技能过程中由

于受知识和能力局限所造成的障碍。凡是这样的重点或难点

也需要详讲、细讲。说课中能否做到该详则详，该略则略，

不但反映了说课者说课技巧的成熟程度，也说明说课者理解

教材的准确性和实际处理教材的技能。只有抓住重点，突出

重点，课才会说得精彩，让人印象深刻。说课要求内容有序

、联贯，序就是次序，说课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再说什么

，虽然不是绝对固定，但也必须按照自身固有的内在顺序性

，一步步按序述说，不能错位、颠三倒四。如说教材，总是

放在说教法、说学法的前面，说学法也总是放在说教法的后

面。这决非是刻板的程式，而是说课过程逻辑性的体现。所

以说课内容要求做到有序，而且条理清楚、意思联贯、逻辑

严密、结构合理、流畅自然、环环紧扣，以便为实现说课过



程的全程优化，提供切实的保证。 四．灵活性要求 说课，其

实与课堂教学一样，也是一个动态系统。随时都要根据说课

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调整、补充和修改说课的思路和内

容。不管预先准备如何充分，“智者千虑亦有一失”，而且

听的对象，说课的时间，说课现场的氛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要求说课者灵活处置，切不可抱着预先准备的说课稿

不放。所以，说课一定要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不违反说

课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说课的若干环节

或对某些环节作些拓展，以及灵活机动的导语等，努力说出

自己的特色。 五．仪表的要求 要使说课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说课者还要讲究说课的仪表风度，说课的仪表风度是指教师

本人内在素质的一种外在表现。如整洁的仪表，亲切、自然

的教态，轻松自如的谈吐和恰到好处地运用体态语言等等。

当一位衣着整洁、大方的说课者站在大家面前，运用准确、

纯熟、流畅且富有感情的语言侃侃而谈的时候，当他能把叙

述性语言和描素性语言、介绍性语言和论理性语言以及课堂

教学性语言，用控制自如的不同力度和不同体态，神情并茂

地表达出来的时候，给人的不仅仅是说课的具体内容，更是

一种能给听者以视觉和听觉上美感的艺术享受。优美的说课

仪表风度，是一种重要的说课艺术，“风度”不是矫揉造作

，故作姿态，而是自然爽朗、落落大方，风度也是自信、自

强的表现。在说课时，无论面对的是同行、评委，还是领导

，说课者都要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要轻松、自然、洒脱，但

又不能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像演戏一般；要庄重，但又不

能拘谨、过于严肃。说课时教师站的位置，一般要求相对固

定，不要多走动。眼睛也不能只盯着讲稿，而要和听者建立



视线上的接触，其目光和眼神也应该是十分自然的。总之，

说课艺术是说课者教学造诣的体现，是建立在说课者个人素

质修养基础之上的。它要求说课者在说课中有恰如其分的姿

态、动作、神情，并能恰到好处地使用目光、表情、手势、

体位之类的体态语言。努力做到庄重得体又不拘谨呆板。虽

可谈笑风生，但不能流于滑稽；虽可诙谐幽默，但又不能庸

俗、浅薄。 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 说课中的理论与教

学实践相结合的要求，是由说课的主要特征所决定的。说课

强调说“理”，说课中阐述“为什么要怎样教”说“理”，

它涉及大纲、教材、学情、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一系

列教育教学的基础理论。 在说课活动中贯彻理论与教学实践

相结合的要求，保证了教师的课堂教学得以在教育教学理论

的指导下进行，从而为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率提供了

有利保证，它也使经验型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上升为一种科研

型的、研究性的教学探究过程，从而使教育教学理论也得以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 要在中小学说课

活动中落实好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要求。首先必须正确

认识与处理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辨证关系。从本质上讲理论与

教学实践是统一的，但由于理论具有普遍性，而教学实践的

实际情况却千差万别，所以，有时候，有些教学实践中的做

法，从道理上讲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却行不通，有时

则道理上讲不通，而实际教学中却行得通。如果不切实际地

照搬教育教学理论，就会成为教学中的教条主义，造成理论

与教学实践的脱节。就说课活动而言，就是要求就说的内容

进行上课，并通过这种教学实践，使理论更接近教学实际，

从而逐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其次，要处理好理论



与教学实践的结合是不能呆板地“说”教学实践，也不能孤

立地“谈”教育教学理论，而要把说理论与说教学实践有机

地结合起来，而且这个“结合”，还应当是自然的，具有某

种必然的逻辑联系的，不要为说理论而说理论，而要使理论

为教学实践服务，成为实施教学实践的科学依据，从而使听

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以达到增进说课效果之目的。

此外，还要把握好“深浅”层度。浅了，仅仅点到，贴标签

似的，固然不好；“深”了，不管需要不需要或有无直接联

系，把可以搬出来的理论依据统统搬出来，也未必就好的。

总之，在说课中做到理论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而且做到结

合得自然，是说好课的一个重要条件，合理、科学是对说课

的最基本的要求。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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