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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学期开学以来，学校专职教学督导高雄飞教授深入课堂第一线，认真听了

多位老师的课堂授课。高教授年逾七旬，从事高校教学工作凡四十余年，且在暨

南大学和南国商学院担任过基层教学单位和学校教务管理部门的领导，具有丰富

的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经验。高教授在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

具有普遍性。针对此类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何看待，怎样加以校正等等，高雄

飞教授都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看法。本期《南国教学质量简报》刊出高雄飞教

授的听课手记，以飨读者。希望能够藉此引起全校教师的关注与讨论，大家群策

群力，共同努力，不断改进教学工作，努力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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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手记 

高雄飞 

2020-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以来,以教学督导身份听了多位老师(多为中

青年教师)课堂授课,既为老师们忠于职守,认真执教精神所感动,亦引发一些关

于提升教师授课质量方面的深入思考。 

窃以为，教师业务能力的长进，授课质量的提升，主要不是依靠颂扬点赞（当

然必要的时候这些也少不得），而是要靠锤炼。这个过程像极了玉器制作,再名贵

的天然玉石，都难免存在些许瑕疵。玉器工艺大师区别于一般工匠的，正是在于

大师能够针对玉石原料本身的物理化学特质、自然形态、纹理走向，精心构思，

看准可能存在的瑕疵，能利用则利用，能避开则避开。如此千般打磨，精雕细琢，

人们方能感慨一件件玉器工艺珍品的巧夺天工、千姿百态和精美绝伦。有感于此，

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刻意“吹毛求疵”的“臭规矩”，并循此随手记下了听课过程

中的少许想法，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文字。供南国诸君参考。 

1. 关于教师对学生知识准备状况了解不足的问题。教师备课当然首先是要

对教材内容有深入了解，这点对于学有专长的各位教师而言似不难做到。从学生

角度来看，新知的获得离不开原有知识的铺垫。在听课过程中发现，有些教师授

课内容丰富，讲述认真，但学生却多面有茫然。原因似起于新知识与原有知识的

相互衔接出了问题,知识链条出现了断裂。对此，有些老师是不曾预料的，授课

中未能及时发现或发现后缺少必要的补救措施，致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由此提出，在教师备课中，必须注重对学生知识准备情况的充分了解。经验

丰富的教师，对此是极为重视的。教师须深知自己的教学活动是在原有基础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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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学生提高一步，而不是不断发出“你们这也不懂？”“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的疑问,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学生的基础太差！”并将其视为教学效果不佳的

理由。 

2. 积极促进师生互动，实施启发式教学，这是在广大教师中已经形成共识

的教学理念。但在课堂上常常出现这类情况：教师有启，学生不发；教师提问，

学生默然；教师被动，自问自答；试图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却没有收到期望的

效果。说到底是“启而不发”。究其原因，有教师说：“此班学生木讷，无学习积

极性”。这是要把锅甩给学生，将课堂沉闷的原因归结于学生的怠惰？ 

窃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教师对课堂师生互动方式缺乏精心设计。我的基本判

断是：学生天生具有好奇心（程度或因人而异），但并不是天生就具备求知欲。

有经验的教师会巧妙地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精心设计问题，唤起学生的求知热情，

引导学生求知欲望的发生，通过师生互动使这种求知欲得以持续强化。生动活泼

的课堂氛围从根本上讲是教师精心教学设计的产物，教学艺术的探讨所应耗费的

精力不应少于钻研教材本身。 

满腹经纶的学者或是平庸的教学匠。他们或许能够写出惊世骇俗的鸿篇大

论，进了课堂却往往只是照本宣科。如此死气沉沉教一辈子书的先生其实并不鲜

见。要到达研究与授课相互统一的境界，唯有一途，那就是要刻苦钻研教学艺术，

经由课前的精妙设计，通过师生间的充分互动，启发带领学生跨进知识的神圣殿

堂。 

3.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教学活动增添了不少新技术手段，多媒体设备

早已成为常规课堂的标配。然而，所有这些新装备，要想真正做到便捷、灵活、

视听并用，增强教学效果，必须以教师对授课内容了然于胸，对这些新鲜玩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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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法为前提。 

遗憾的是，在听课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部分教师对此产生了过度依赖的怪现

象。姑且称之为“异化”吧。如：教师丢了 U盘，手足无措；设备出现故障，无

所适从。教学的辅助手段“异化”成为了主导手段。离开了 PPT 怎么连怎样讲课，

怎样教书都不会了呢？再说，PPT 才几岁？过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时代，上

课出彩，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课可是有人在呀。顺道提一下，更有 PPT 制作难谓

精良者，大标题套小标题，茫茫然一片满屏枯燥的文字。何如传统板书逐步展开，

引领思考呢？更不提当年的讲堂，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乃是做老师的基本功

啊！ 

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这些新玩意，只是对“异化”日盛深感担忧。 

4. 另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是否要求学生必须做课堂笔记呢？试想，80 分

钟的课堂，谁能做到至始至终都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那一定是个神人。 

课堂笔记至少可以把移神别顾的学生不断地拉回课堂。专心课堂笔记的学生

多了，手机刷屏的就一定要少很多。此其一；入耳不丢，过目不忘的天才学生又

有几人？课堂笔记听、写、思结合，强化记忆并便于日后翻看、复习之用。此其

二；一门课程下来，课堂笔记留下一个完整的学习材料，避免了知识的碎片化学

习。此其三；课堂笔记还可以记下教师讲授中超越教科书的“溢出收益”和学生

在听课中的自我感悟。这些东西如不随手记下，一扭头就可能离你远去，再也找

不回来。此其四。其实还可以列出好多理由。但无论如何，实在是看不出课堂笔

记的坏处。个人的想法是，强烈希望学生要认真做好课堂笔记，教师对此要适时

检查，作为平时成绩计算的依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