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与实践探索·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体育教学/2015年第3期P26

体育
教学

������������������������������������2015年本文作者“评课”系列专题

�1.谈“评课的常见现象”����2.谈“评课的若干视角”���3.谈“评课的基本原则”�����4.谈“评课的基本标准”

�5.谈“如何评教学问题”����6.谈“如何评教学内容”���7.谈“如何评教师示范”�����8.谈“如何评学习方式”

�9.谈“如何评课堂评价”���10.谈“如何评场地器材”��11.谈“如何评突发事件”����12.谈“如何评安全防范”

谈“评课的基本原则”
文/于素梅   史孝银  

摘  要： 本文主要从点评和评优两类形式的评课视角，阐述评课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细看精评、前后贯

通、先赞后建、标准一致、利于提升等五项原则，旨在为更加客观、合理、有效地评课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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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评课，很多人都会想到

两类形式，一是平常的看评课中对

课的点评，二是在各种评选、展示等

活动中要排出名次或奖项的对课的评

优。这两类活动都有一个核心——

“评”，但该如何评，依据什么来

评，如何才能评得公平、公正、合

理、客观，遵循一定的评课原则至关

重要。下面重点从五个方面讨论一下

应把握的几项原则。

一、细看精评：细看是前提，

精评是关键

评课水平的高低，其前提是要

会看课，要能够看出门道。然而，

门道在哪里？如何看出门道？一个至

关重要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

握“细节”，能够做到细看，挖掘细

节背后隐藏的东西，是决定能否精评

的关键点。有些人由于在看课环节走

马观花，决定着在评课的时候，只能

是蜻蜓点水，难以把握课的精髓、课

的问题以及存在的根源，难以评出来

个所以然，致使评课语言漂浮不定，

甚至是由大而空的语言堆砌而成，不

仅表现出不够生动，而且没有太大的

聆听或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课是失败

的，不可取的。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细看精评？

首先，转变过去看课的习惯与方式，

要在充分考虑能够精细化评课的前提

下去看课，课的细枝末节就能够一览

无余。因为，粗略看评课与精细看评

课，评出的效果差别较大，前者可

能只是点到为止，甚至点不到或点不

准；而后者则能够评出真知灼见，让

人有口服心服之感。其次，提高观察

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因为，具有不

同观察力的看课者所能看到的问题是

有所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教学环

节，都看出了某种现象，但是，因观

察力不同，发掘的现象背后的问题和

根源不同，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两

种判断结果。观察力强，就便于做出

合理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否则，就

很有可能抓不住本质。第三，就是要

提升归纳、总结和表达能力。看课的

过程中能够把握住细节，找到了实质

性问题，但是，假如归纳、总结和表

达能力欠缺的话，精评的效果也难以

达到。有时，问题是有多种教学现象

共同汇集而出的，需要能够将相似现

象进行归纳、总结，就点评课而言，

需要能够组织好准确的语言对其进行

评说。

二、前后贯通：设计不忽略，

重点评教学

无论是要对常态体育课进行点

评，还是评优，都不能只对课堂教

学实施环节点评，而是要能够做到前

后贯通，即在不忽略教学设计的情况

下，重点评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与效

果。就一节课而言，设计在先，实施

在后，而评课的时候，过去很容易犯

的错误就是，只评课堂教学实施环

节，而不评课的设计水平，结果很容

易出现盲目评课现象。更有甚者，在

看课之前，根本就不浏览教学设计文

本，而直接看现场课或事先录制的光

盘，结果会在不知道教学的目标、不

了解重难点、不明确教学过程与方法

的情况下，如同摸着石头过河一样，

看到啥是啥，也就很难全面判断课的

设计和课堂组织是否合理、一致，评

课的时候会不够深入和不完全准确。

为此，在评课环节，要能够前后贯

通，不仅要看设计环节是否合理，

还要能够将重点放在课堂教学实施部

分，做到重点突出，全面具体。

然而，如何做才能达到真正的

前后贯通？首先，在看课前要能够

先浏览教学设计的完整文本，假如只

有教案部分，要能够把教案认真阅读

一遍，不仅要从设计或教案文本中了

解基本信息，如上课年级、性别、人

数、内容、场地、器材等，更要能够

认真研读制定的教学目标、确定的教

学重难点、采取的主要方法手段等。

带着这些信息去看课的话，每看到一

个环节、现象、问题，都能够从目标

层面、重难点强化与突破层面考虑是

什么现象或问题，否则，就看不出门

道，评不出水平。其次，正确把握好

设计与教学的关系。前面我们谈到评

课不能忽视设计，但是，设计仅仅是

预设，并不一定就等于原封不动地将

所设计的内容照搬到课堂上去，由于

课堂上会有一些新生成的、在设计环

节未能预料的教学事件，因此，评课

还要把握一个“活”字，即灵活处理

好设计与教学的关系。好的设计是有

效课堂的前提，但课堂教学不绝对等

于教学设计的再现。有了这种认识，

评课效果就能够趋于更加理想。

三、先赞后建：优点最先赞，

建议跟进提

在评课活动中，人们的习惯往往

就是，先说优点，再说不足，进而提

出几点改进意见，无形中就已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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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先赞后建的原则。“赞”即赞扬，

讲优点，实际上就是用表扬的语言描

述课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建”即

建议或建言，提建议，实际上就是用

诚恳的语言针对课的不足提出建设性

改进意见。假如是课的评优，依然可

以在评定完等级以后，针对不同等级

的课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进和

提高的建议。有赞有建的评课是完整

的，先赞后建的做法是人们最易于接

受的，因此，遵循这一原则无可非

议。

如何更好地把握先赞后建的原

则？首先，赞的内容和方式要十分明

确和适宜。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

能过细过杂，否则，赞的重点和效果

就难以凸显出来。例如，当看到课堂

上老师在学生听讲环节、观察环节、

练习环节等都能够提出明确的要求，

且这些要求都有利于学习方法的掌

握。基于这几个环节的教学现象，在

赞的时候，就可以用“该课比较注重

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等语言来

评。学法指导就是概括了听讲法的指

导、观察法的指导、练习法的指导

等。其次，赞的语言表述要具体，而

不能空泛，要能够有案例支撑，既要

指出哪些环节好，还要能够分析其好

的原因，让人听了能够感受到：这种

课的点评是真实的、准确的、必要的

和巧妙的。过于空泛的语言去赞等于

是在虚夸，会让人感到课并不像说的

那么好，失真的点评不能让人信服。

例如，有人在评一节弯道跑课的时

候，泛泛地说：“这节课的教法选择

比较适宜，手段比较有效。”实际

上，教师在组织学生学习弯道跑技术

的时候，不但用了不适宜的教法——

直道斜身走，体验身体内倾，而且采

用了无效的教学手段——左臂腋下夹

绳摆臂跑，体验内侧臂摆动小，外侧

臂摆动大的动作。由此可见，对存在

明显问题的地方还“赞”的做法是不

真实的、不准确的。第三，提出的每

一条建议要能够找到出处，要让人们

明确，是针对哪些问题提出的改进建

议，而不是凭空而谈。建议反映出的

具体改进措施要能够合理有效，否

则，所遵循的先赞后建的原则就难以

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一节小学体

育课上，老师安排了一个游戏——搬

运，让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4个小组，

搬运的方式是单人搬运物体，从起点

到终点，过渡到两人抬运相同数量和

重量的物体，再到三人合运同样的物

体。任课教师设计这种形式的目的是

想体现出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实际

上，从单人到最后三人搬运同样的物

体，不是由易到难，而是由难到易，

因为，同样重量和数量的物体，两个

人抬着要比一个人搬着容易，三个人

就更容易将其运到目的地。当如此指

出需要改进的时候，任课教师十分认

可。当提出要么将搬运物体的人数从

多人向单人反过来过渡，要么从单人

向多人增加搬运物体的数量和重量等

建议的时候，任课教师表现出更愿意

接受建议，力求进一步改进。

四、标准一致：心中一杆秤，

标准不摆动

无论是对常态课的点评还是评

优，都是需要标准的，而且，标准应

该保持一致，否则，好课与差课的界

限就会很难分清，甚至会出现因标准

不统一，评的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反

差。这里所讲的标准一致包含两个含

义：一是同一个人在评若干节课的时

候，要用一致的标准来评；二是无论

是点评课还是评优，要达到标准一

致。因为，不仅评优的时候会通过课

的具体呈现，评出优劣各种等级，即

优在哪里、不足是什么，要能够用相

对一致的标准来判断，而且，点评课

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事情——指出

优缺点，而优缺点评判的依据就是标

准，如果没有标准，优缺点也就无从

谈起。例如，看过一些课以后，发现

大约一半以上的课都没有安排见习

生、收还器材等环节，提出了课的不

足，那么是如何判断这两种情况都是

不足的呢？其标准是，课要具有一定

的完整性，无论是不安排见习生，还

是不收还器材，都是课堂常规不完整

的缘故，即用“完整性”的标准来评

判其不足。

如何才能做到评课的时候标准

一致呢？首先，明确标准是什么很关

键，也就是说，需要了解标准由哪些

指标体系构成，各指标如何解释，即

每一个指标体系的具体含义都要搞清

楚，否则就很难实施评课活动。如评

课的标准体系中，真实性、完整性、

准确性、创新性、实效性和安全性等

是最基本的指标，对每一个指标的进

一步解释是评课的主要依据。因此，

明确标准十分必要。其次，懂得标准

的应用至关重要。例如，真实性。尽

管对真实性的解释是“主要侧重于对

一节课的设计和组织是否真真切切地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教学过程是否是

一环扣一环，有教有学、从不会到会

的逐步过渡的过程，有没有违背认知

规律的现象发生等”。但是，如何看

出是否真实，有无虚假成分在其中，

这需要深度挖掘真实与否的各种表

现，分析各种表现背后可能隐含的是

什么，否则就很难判断课的真实程

度。例如，教师讲解示范完以后，学

生还没有怎么练习，动作却全会了。

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分析“全会了”

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接下来的疑惑

是，学生究竟是不是在课堂上学会

的？如果不是，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课前吗？假如是课前的话，为什么要

在课前学会而不是在课堂上学会？又

为什么已经会了的动作，还要在课堂

上一步一步地从不会到会地教？假如

回答是课前学的，而且是为了能够在

课堂上显示出教学的效果十分明显的

话，就等于走进了形式化的误区，课

就显得不够真实了，因此，既是发现

了课的不足——虚假，同时，又有判

断的依据，即标准指标体系中的真实

性缺乏。因此，评课要想达到理想的

结果，需要有标准且标准一致。

五、利于提升：评课是形式，

提升是根本

评课，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只是

对课的好与差，哪里好与差，如何解

决课存在的问题等的综合表述形式。

通过评课，无论是点评还是评优，假

如最终能够有利于促进课的质量的提

升，这才是抓住了根本。利于提升，

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将提升课的

质量作为评课的出发点，这样的评课

就会呈现出态度诚恳、语言得体、贴

近实际；二是将提升质量看作评课的

最终目的，这样的评课就比较容易深

入，同时，评课者的水平也会不断地

提高。

然而，如何在评课环节真正地

做到遵循“利于提升”的原则呢？首

先，把握好评课的出发点。过去，有

些人评课，只是说赞扬的话，诸如

“这课上得很好，值得我学习”，但

至于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却丝毫没

有更加具体地表达。还有些人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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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色

1.全：课例分析类型全，包括全国评优课例、地方研

究课例、学校常态课例。

2.新：典型环节数十张课堂照片来显现；便于记忆近

三十首打油诗新创作。

3.细：注重课堂细节的观察；注重教学细节的描述；

注重问题细节的分析。

4.实：从一线教师专业发展、能力提升实际需要出

发；从真实课堂观察出发。

名家荐语

于素梅博士的书取名《看课的门道》，而没有取名

《看课的“热闹”》，是想告诉我们：“看课”是一个科

学的活儿，技术的活儿，特别是对一线的教研员和体育骨

干教师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但只有体育

教育的内行才能看出的“门道”，却一直不被体育的专家

学者所重视，也不被最需要这个技能的教研员和骨干体育

教师所重视，因为，直至今日，也没见到一本像《看课的

门道》这样一本书。可见，很多人还真没有把看课当“门

道”。因此，于素梅博士的这本书一定是在提醒我们要重

视体育教学交流和评价的技术的方法和方法论的开发。

看了《看课的门道》以后，我体会到，看课要真能

看出门道，能时时看出门道，是需要有些基本条件的：思

想里一定要有正确的体育课程教学观念；脑子里一定要有

一个严肃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标准；一定要有一个绝不放过

现象背后本质的细心肠；胸中还必须有一颗谦虚的心；还

必须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独特的视角等等。如果没有这

些，那结果就是你看到的人家也看到了，人家没看到的你

也没看到，或者就是人家看到了你也没有看到。

……

这些一定是于素梅博士《看课的门道》一书所想告诉

我们的吧！

祝贺这本以小见大的书籍出版，希望此类的书越来越多。

����——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北京

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毛振明

只顾挑毛病，找问题，将一堂本来还

不错的课，说的几乎是一无是处。这

两种心态的评都没有把握好出发点问

题，即“如何评才能有利于提升课的

质量”考虑不周，结果就会出现过于

自我的主观性评课现象。其次，评课

的最终目的要明确。前面谈到，“将

提升质量看作评课的最终目的”，但

该如何把握好这一最终目的呢？过

去，在诸多的评课活动中，专家点评

课，大都是完成了应邀的任务，显现

出专家水平，或组织方因请到了某权

威而感到活动有较高的层次。课的评

优活动，无论是地方的还是更高层次

的，评出奖项、代表性展示、专家点

评等一系列活动结束，似乎评优活动

就结束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的评

课都没有将最终目的设定为提升课的

质量上。要想把握好这一点，既要强

化研究性评课，不仅要能够指出本课

存在的问题，还要能够归纳出同类问

题，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不

仅要从任课教师的角度分析原因，还

要能够从学生角度分析。找不到真正

的根源，解决问题就难以达到理想的

效果。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课的

质量提升也就难以落到实处。在过去

诸多评课活动中，最为缺乏的无外乎

是对问题根源的分析，大都是找到了

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假如课上存

在某种问题，是由于教师的思想观念

因素造成的，不找到是什么观念，观

念错在哪里，就难以知道如何转变观

念，提升课的质量也就难以实施。

结束语

评课与看课不可完全割裂开来，

因为看课是前提，是基础，没有很好

的看课，或对课的门道没有很好地把

握，评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因此，要精评课，就要先细看

课。除此之外，前后贯通、先赞后

建、标准一致、利于提升等都是体现

出评课水平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把握

好每一条原则，不仅是体育教师提升

评课水平的关键，更是体育教师提升

体育课堂教学能力所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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