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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学校，听评课是非常重要的常规教研活动，很多专家同行共同研究一节课，

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难得的好机会。但多年来，很多老师都不愿意被听课。对被听课教

师来说，往往得到的是领导、专家二分肯定八分批评，要么是同行不敢深说、不想深说，

评课时一片赞扬声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站在听课人的角度和认知去评价讲课者的课

堂，也未必是客观的、准确的和成长需要的。 

这些主观、客观的存在，让授课者对于批评的担心远胜获得指导的期待。于听课人

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要求，也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看教师哪好，哪有毛病，自己收

获并不是很大。 

最近有机会参加了第二届学习共同体全国教育峰会，学习共同体早已不是新鲜的事

物，但要真正做好也并非易事。在这届峰会上，让人看到了一些可喜之处，最为可喜的

是教师听评课重构，教师把听评课重点放在了课堂发生的事件上，放在了学生的变化上，

放在了听课人的反思上。 

可贵之处之一在于：听课教师关注的焦点是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的事情，促进观察者进行反思的重要事情。教师详细记录关键事件发生的过程（映像图

片等），呈现出关键事件的证据，包括学生身体姿态、语言、动作、表情，以及师生、

生生间的互动或对话，学生学习单的填写等。 

此处点赞的理由是，听课教师记录的不是教学过程中的流水内容，而是课堂发生的

重要事件，事件是教师教学具体成果的呈现，是真实的发生，这相比记录教学流程是很

大的进步，体现了对教师多元化、个性化教学的最大鼓励和包容。 

可贵之处之二在于：对学生观察的重点包含学生心理是否安全，是否能够持续地安

心学习，是否能够投入学习，采取的学习方法是否有效，是否有独特而精彩的观点，是

否有超出意料的表现等。 

点赞的理由是：从评价的角度进一步促进以学习者为中心，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

的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促进学习者主动学习、释放潜能、

全面发展。 

可贵之处之三在于：课后研讨的规则，是由教师整理自己的记录单，然后四人一组

（如果只是学校范围内听课，人少就不必有小组讨论了），轮流发表自己所观察到的内

容，聚焦个体学生的学习事实，讲述学生学习发生的关键事件，阐明自己的发展与反思，

尽量避免评价任课教师。 

点赞的理由是，教育是对生命的尊重，当然也包括对教师生命的尊重，听评课时如

果视角大都盯在教师身上，不仅找错了对象，更是对教师的不尊重，看似对教师负责，

其效果远不如谈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能力，以此促进授课者反思自己的教

学，从而使听评课更为深刻、有效。尤其是研讨课、观摩课，听课教师阐述自己的发现

和思考，才是听课者真正意义所在。 

听课中尽量避免评价任课教师，而是把评价放在学生身上，这是教育改革的一缕清

风，吹过的教育大地一定会形成不一样的教育生态。可能有人会担心青年教师的成长问

题，很多人认为直接评价更有效，事情都不能绝对看，直接评价教师有其时效性，看教

学的成果，看学生的变化，让授课教师和听课教师反思，更具有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