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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 堂观察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 学生及其本人为 对象的 职业直觉活动
。

良好的课堂观察具 有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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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观察
,

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

偶然地或有计
划地观察学生及 自身的特点

、

人格和行为方式的洁动
,

⋯良孝交

照⋯狠拨麟
化信息的获得

,

离不开准确的课堂观察
。

别卜课堂观察不可

黔礁患扮姆翔北

确 ,

是指教师对学生或学生的某方面的看法符合实际
,

准确

无误
。

一

袱鳄〕滋鞘愁愁氮
的本质

。

全面而客观
。

观察全面 是指教师能够观察了解学生

的各个方面乃至全貌 观察客观
,

则指在谋堂观察过程中
,

教师术应有先人为主的意识
,

否则
,

将会影响观察的信度
。

课堂观察的对象及特征

课堂观祭的对象包括学生及教师本人
。

对学生的观察
,

主要包括学生 的认知技能
、

学习态度
情绪状况及课堂纪律等

。

在认知能力方面
,

主要了解学生阅

读
、

理解
、

分析
、

操作等方面的基本的认知技能状况 在学习

态度方面
,

教师应重视对学生的注意力
、

学习动机和自我控

料的意志力等方面的观察 在情绪状况方面 、则应重点观察
生对学习生活有无厌倦和冷漠的表现及自我感觉

、

自信

等处子何种水平
。 一

在课堂教学中
,

教师观察对象既包括学生
,

又包括教师

人
。

教师对自己的观察
,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

自我觉察
” 。

自我觉察的准确与否
,

会对教学的成败产生至关重要

响
。

教师只有正视 自己
,

才能使 自己的教学能力得封积

发挥
二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林格伦说 ’’教师需要了解他

己 的行为
,

正如他们需要了解他所教的学生那样
。

巾

实践表明
,

如果一位教师在课堂上缺乏清晰的自我认

不 了解自己的教学表现
,

他就不可能组织好课堂教学
。

教师良好的观察品质包括以下三个特征

迅速而准确分观察迅速
,

指的是教师在课堂上能够

迅速捕捉学生瞬间的表情和行为的细微变化
,

采取适宜的

措施
,

及时把学生 的注意和思维引向教学的中心 观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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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因素
,

都会对观察的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因此
,

无论

在授课过程中
,

还是在学生做练习时
,

教师都不应该始终站

在讲台上
,

而应不定时地到学生中间进行巡视
。

以此来收集

来 自学生的更为准确的反馈信息
,

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监

控
。

可 以说
,

巡视有不同于注视
、

扫视与环视的观察优势
,

在

课堂教学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观察手段
。

此外
,

教师还可以采用调查方法解决课堂观察问题
。

例

如
,

教师直接向学生征询完成作业 的情况
,

可以从学生 回答

问题的语气和腔调 中发现问题
,

还可 以要求学生举手
,

进行

课堂教学效果反馈
,

以弥补课堂观察不足
。

三
、

影响课堂观察 的主要 因素

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
,

都会对课堂观察效果产生一定

的影响
。

就客观因素而言
,

教师和每个学生的空 间距离不一样
,

观察的准确性也就不同
。

比如
,

对坐在前排正 中的学生 的表

现
,

收集的情况 比较齐全
,

对后排角落里的学生 的观察
,

由

于障碍比较多
,

有时会产生一些误解和错误的判断
。

另外
,

教室太大
、

光线太暗以及学生座位的排列方式等
,

都会对观

察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事实上
,

对教师观察效果影响最大的
,

是教师注意力的

分配情况
。

一般来说
,

新手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 内容上
,

而较少把注意的 中心放在学生的各种反应上
。

随着教学水

平的不断提高
,

教学经验的逐步积累
,

教师将会越来越多地

注意到学生的反应
。

正如苏联著名教育象苏霍姆林斯基所

说
,

优秀的教师
,

在教学过程中
, “

他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集

中在 自己 的思想上
,

而是看到学生是怎样思考的
,

占据他的

注意 中心 的不是 自己 的思想
,

而是学生
”川 。

就主观因素而言
,

教师的心理倾向会对课堂观察产生

影响
。

其主要表现有 以下四种

期待效应
。

对好学生有正向期待
,

对 自己不喜欢 的

学生持反向期待
。

这种期待效应
,

教师往往是无意识的
,

但

却的确存在
。

平均值效应
。

有的教师习惯于对学生进行班级整体

评论
,

也就是对学生群体或认为都 比较好
,

或认为都比较

差
。

这样容易犯 以偏概全的错误
,

进而在宽严上失之偏颇
。

中心论倾向
。

这是指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
,

遵守一

贯的正态分布原则
,

中间大两头小
,

其重点是关注尖子生和

差生
。

对处于 中间位置的学生则关注较少
,

而对学生的成绩

和学习表现的观察
,

有过高的 固定性
。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

家布卢姆认为
,

如果我们的教学是富有成效的话
,

学生的成

绩分布应该是与正态分布完全不同的叫
。

标签效应
。

这是指教师一旦发现某个学生身上存在

不好的东西
,

就盖棺定论
,

贴上标签
。

这个标签在一个长时

间内很难改变
,

并可能传递给其他教师
,

也会干扰其他教师

的观察
。

特别是班主任的标签
,

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

学观察能力的发展过程
,

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
。

教

师仅仅了解课堂观察 的重要性及方法
,

是不可能形成灵活

的课堂观察技能的
,

还需要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

以逐步培

养 自己 的课堂观察能力
。

具体说来
,

教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教师必须具有浓厚的专业兴趣
, “

所有智力方面

的工作都要依赖兴趣
” 苏霍姆林斯基语

。

很难想像
,

一个对

教学工作缺乏热情的人会主动进行课堂观察
。

正是因为出

于对教学工作浓厚的兴趣
,

才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

对学

生及其本人的情况进行有意识的观察
。

其次
,

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教学心理学与学习心理学

知识
。

爱因斯坦说
“

你能不能观察眼前的现象
,

取决于你运

用什么样的理论
,

理论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
。 ”闹的确

,

有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某些反应熟视无睹
,

不是

因为他没有看到
,

而是因为他缺乏有关的心理学知识
,

不 明

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

有一次
,

一位特级教师在公开课上提

了一个较难的问题
,

没有学生举手 回答
。

这位老师提间 了一

个学生
,

结果他顺利地 回答了问题
。

课后有人问这位老师
“

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

这位老师回答
“

很简

单
,

我看见他眼睛转向左边
,

知道他正在用心思考这一问

题
。 ”

教师能够细致准确地进行课堂观察
, 一

与其所具有的心

理学知识是分不开的
。

第三
,

教师必须形成与教学观察有关的心理定式 。定式

是指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
,

这种准备状态将

影响或决定学生的心理活动状况
。

人的所有心理活动
,

都是

在某种定式作用 的基础上发生的
。

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有

一次执教公开课《人 民英雄纪念碑 》
,

课前发现学生将纪念

碑的说明挂图顺序弄错了
。

他并没有要求学生立 即调整挂

图的悬挂顺序
,

而是随机应变
,

及时调整 自己的教学顺序
,

要求学生 自读课文
,

看挂图应该按什么顺序排列
。

很显然
,

这种高超的教学应变能力
,

得益于钱老师所具有的主动进

行课前观察的心理定式
。

最后
,

教师必须自觉地在教学实践中提高 自己 的观察

能力
。

课堂观察是一项复杂的教学行为
,

良好的教学观察能

力的形成
,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教师需要不

断地进行总结
、

摸索
。

只有这样
,

才有可能完成从普通型教

师向专家型教师的转变
,

才能使教学艺术达到更高的境界
。

四
、

如何培养课堂观察能力

我们可以对照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发展状况
,

将教师

的课堂观察能力分为 四个发展水平
,

即前观察水平
、

被动观

察水平
、

主动观察水平
、

自动化观察水平侧 。

很显然
,

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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