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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要使学生有‘五方收获’，教师就得‘十功到位’”。如此总结，何其精准！

熊匡汉教授集数十年耕耘大学讲台，从事教学管理与教学评估工作之经验，结合

以学校专职教学督导的身份，在校内广泛普遍听课巡堂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撰写

了《浅议课堂教学的“十功到位”》一文，以大学教师授课基本功为切入点，对

备功、仪功、管功、站功、讲功、演功、写功、问功、算功、画功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剖析。足见其经验之老道，观察之细微，眼光之独到，概括之全面，用心之

良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十分讲究艺术的教学工作，当然不可以

马虎应付，需反其道而行之，精雕细琢，自觉总结锤炼教学基本功。由此看来，

熊匡汉教授点出的这十个方面堪称精妙，全体教师完全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系，针

对自己所承担的课程教学任务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运用，不断提升教学艺术，

精益求精地上好每一节课。本期《南国教学质量简报》刊出熊匡汉教授的《浅议

课堂教学的“十功到位”》一文，冀望每位教师都能成为“以学生为本”的有心

人。您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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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课堂教学的“十功到位”

熊匡汉

教学是一门艺术，要上好一堂课确非易事，每位老师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因为一堂好课要使学生至少在知识、能力、品格、方法、创新思维等五个方面都

能得到启发与提升。如果教师缺少上课的基本功，教学方法不对板，甚至用“应

付”的态度上课是绝对做不到的。

要使学生有“五方收获”，教师就得“十功到位”。所谓“十功”，是笔者凭

经验将课堂教学的基本功总括为十个方面，按教学的时间演进，大体应是：（1）

备功；（2）仪功；（3）管功；（4）站功；（5）讲功；（6）演功；（7）写功；（8）

问功；（9）算功；（10）画功。当然，这“十功”、特别是最后的“两功”，有的

课堂、甚至有的课程未必都要用上。“十功”中，纯理论课“讲功”是核心，是

关键；其次是“演功”和“写功”。但实践课多数情况下“演功”是关键，讲和

写反在其次。由于采用现代教学手段，现在有些课程的演示（演功）大大超过了

传统的板书（写功）。

笔者担任学校的专职教学督导，近两、三个学期共听了 200多个课堂逾 400

节课，不少教师的“十功”很到位，听课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收获颇大；但也发

现部分课堂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不怎么到位，在这类课堂听课，总会使人“昏昏”。

这类课堂的授课质量学生评价得分偏低也是必然的。

下面拟以“十功到位”作参照，结合听课发现的一些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当然，其中有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认为是“小”问题，不足为训。但常言道“细节

决定成败”，这些“小”问题或多或少对教学效果是会起负作用的，如果任其存

在，有的还可能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留下长远的不利影响。因此，提出来加以警醒

改正，似是必要的。

1.“备功”

古语云：有备无患。一堂课上的质量如何，毫无疑问，首要的在于备课的

质量。备课充分，授课的质量才能有基础性保证。备课要备些什么？这虽要因课

而异，但从总体层面讲，上面提到的知识、能力、品格、方法、创新思维等五个

方面（“五方”）都应考虑到。共同的内容少不了该堂课的教学目标、要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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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架构（大小纲目、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PPT内容，引用的案例

（小视频），拟启发提问的问题、授课方法、板书设计、时间分配、作业布置等

等。目前，发现的主要问题是部分老师备课不充分、不全面，“五方”往往只备

了“一方”（传授知识）的内容，而知识的内容又往往局限于教材一本书。从大

的方面讲，现在国家的教育方针规定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要

求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这也是提倡“课程思政”的由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讲，备课首先要把好“课程思政”关。“课程思政”不是要求把非思政课上成思

政课，而是要把握好课程总体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好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所谓“三观”的正确引导。如果用这个尺度度量，不能不说现在某些课堂

是存在一定缺失的。

当然，备课还要备教具、教学器材设备等（如果是实践课尤其需要备足硬、

软件条件）。此外，还要备教学环境。如有的教师不关教室前排灯，影响 PPT投

影效果；或将灯全部关闭，课堂因光线暗而充满压抑感；不擦黑板，黑板上虽有

满板的非本课程的内容照样“见缝插针”写板书等等。这些都是上课前的准备工

作，都可以归到备课内容里，应该在上课前“备”好的。

2.“仪功”

指仪容仪表仪态。古往今来，对教师在课堂上的仪容、仪表、形象都有“端

庄”、“庄重”等基本要求，但有的老师不以为然。如有的女老师着装过分暴露，

或过分花俏奇异；也有的甚至穿着睡衣拖鞋去上课的，衣着打扮甚不得体。有的

男教师则不修边幅，或在腰侧前部挂一大串长垂的钥匙，晃动来晃动去，难言“雅

观”。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校训对所有老师应该

都是适用的。笔者理解，这个“范”字除了指德行修为外，“仪功”无疑也应是

其内涵之一。经验告诉我们，“仪功”如果不到位，有的会成为学生长久的“谈

资”，甚至可能成为同学们将来聚会时最容易回忆起来的当年老师的“生动的负

能量”。所以，老师们千万注意，别在“仪功”方面留下“笑料”啊！

3.“管功”

指课堂的组织管理。大学上课当然不需要像中小学那样进行课堂管理，但又

需要视课堂具体情况而定，凡影响上课效果的，原则上都应列为“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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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生到课率低，或存在迟到早退旷课或课中随意离开教室的人数较多的现象；

在大教室坐的过分分散（或都坐到了后排位，前排位皆空着）；学生不认真听课，

在上课时吃早餐或零食；或有的学生大声讲话，影响教师讲课和其他学生听课等

等，就不能不管，不能视而不见。但是“管”不能讥诮学生，不能发脾气，不

能耍威风、搞压制，而是要以鼓励夸奖为主。教师要自尊自律，树立好榜

样，才能取得学生的理解、信任和佩服，才会有“管”的良好效果。

4.“站功”

无论是传统教室还是装修现代设备的教室，都设有讲台或讲桌，或二者兼

而有之。教师的站位一般在讲台上、讲桌后。但有些老师上课习惯走下讲台，与

学生距离更近一些，讲课肢体语言也更丰富些。所以，这里讲的“站功”与“走

动性”讲课并不矛盾。“站功”强调的有三点：一是要“站”，不应坐着讲课（有

的学校有明确的规定，除非教师因有腿疾或临时身体不舒服，一般理论课是不允

许坐着讲课的）；二是站的位置要有利于教师授课，要能关注到全体到课的学生

（注意是全体，而非部分）；三是站的要得体，不要有轻浮慵慢的站相。北师

大著名教授启功先生在《上课须知》一文里谈了九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讲

“站功”。他说：“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现在讲课很多时

候因为要用电脑操作课件，有时不得不坐着讲课，但有些老师、尤其是年青老师，

每堂课都全程坐着讲，这样的“站功”就不到位。全国著名的高教专家、厦门大

学的潘懋元教授今年 8月已满 100周岁了，但就是临近百岁高龄，潘老还坚持讲

课讲学，而且还从来都是坚持站着的，当引为我们“站功”的楷模！

5.“讲功”

讲课的关键当然在“讲”，首推讲的内容准确，观点正确，其次要详略得当，

语速、音量适中，重、难、疑点讲的清楚，逻辑性强，饶有兴味，引人入胜（最

好有点幽默感），能提高学生的抬头率。讲外语的还要发音准确。但笔者听课发

现“讲”的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老师改不了照本宣科、照教材讲甚至照教

材念的习惯（当然完全脱离主教材讲也是不恰当的）。“讲”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

还有如：有时讲的声音偏小，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往往听不清楚；讲的缺乏逻辑

性，PPT大小纲目不清晰，难以使听者在头脑中形成印象深刻的知识架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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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天马行空、离题万里，讲的内容与课程大纲毫不相干；等等。因此，如果教

学效果不甚理想的课堂，主讲老师是应该在“讲功”方面下一些功夫的。“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攀登”，通过向讲课优秀的身旁的或网上的榜样学习，相信会有

效果的。

6.“演功”

演功在这里既指以 PPT为主的各类课件的演示，也指其他各种教学器具、

教学行为的演示，包括肢体语言等。听课发现的问题主要有：（1）对演示设备操

作不熟练又不提前进入课室准备。有的课堂光弄投影开关和点名，耽误的上课时

间就达 10多分钟。（2）PPT等课件质量较差，主要的如：内容缺少大小纲目编

排，结构缺少逻辑性；颜色对比度差，文字图表模糊（当然有的可能是投影设备

本身的问题）；字号、字间距、行间距等使用不当，或过小或过大，影响视觉效

果；每一屏文字或图表等过多，将电子教案等同为 PPT，缺少“画龙点睛”的简

洁明快；版面过于花俏，或选用的表情包等不符合课程内容的要求。（3）选用的

小视频时间过长，有的视频主题与课程要求亦不相符；此外，有的放视频的声音

过大，不仅影响近邻教室的师生上课，也使本教室的学生听得刺耳心烦；等等。

7.“写功”

教学的实践证明，适当的板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方式），对教学效

果具有极佳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某些高质量的板书，能使听课者留下深刻的甚至

终身难忘的记忆。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板书与人的记忆与思维的共鸣特点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老师不重视板书，而且即使有板书，也多半是随性所为，课

中突然想到什么内容要板书，当即在黑板上随便写上几个字，或画上几笔草图。

更有甚者，有的老师根本不擦黑板，而在前面老师写满的板书上增写内容，整块

板书零乱不堪，连最基本的“写功”都谈不上。高质量的板书显然不能这么随意！

高质量的板书要求备课时认真思考清楚要写的内容和其在黑板（白板或其他电子

板）上写的方式，精心谋篇布局，力求使整板内容整洁、清晰、工整，有条不紊，

有极好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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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功”

“问功”指课堂上的师生、生生的问与答。教师的问有时是针对全体学生，

有时是部分的或单个的学生。问的目的多数情况下是在运用启发式教学方式。问

什么问题、什么时候问、问的方式、要求回答的对象选择等等，都是很有讲究的。

目前课堂上“问”方面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教师问问题少，表明师生互动少，

启发式教学不足；二是教师问的问题缺少启发性，不是过于机械，就是过于浅显，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三是单个提问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存在缺陷：多半是学生小

声的回答给老师一个人听，似乎其他同学听不听得到回答没关系；四是在大教室

上课当单个学生回答问题时老师没有递给学生移动麦克风，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少

数学生能听到答问。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老师提问、学生答问，目的不能是单一

的，不能是只要老师听到答案就可以了，而应该让所有的同学都能听到答案。须

知提问和答问的过程等于是提问的老师和答问的学生双方在配合讲课，既然是讲

课，当然要让全体同学都能听到。这一点，目前普遍未能做到，究其原因，在于

对提问目的理解存在偏差（有时教师自问自答的情形除外）。

9.“算功”

“算功”包括数据的计算、引用和核实等。数据是否准确，有时事关重大甚

至事关全局成败。在教学中，因为用语不当或数据不当而弄得贻笑大方的例子不

胜枚举。因此，在教学中对所有使用的数据认真进行计算或复核，使之符合客观

实际，避免出错，不能不说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教学基本功。

10.“画功”

“画功”包括图表、线条、实物模型等的引用（使用）和绘制，大文科课程

涉及的相对少一些，但有些理工、艺术及教育类课程则是必不可少的。“画”要

注意的是无论是引用（使用）他人的还是自画自制的，首先要注意内容的“思政”

性、方向性；其次，要有针对性和准确性，要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最后要重复说一句：教学是一门艺术，远不是“十功”所能完整概括的。一

件“艺术精品”需要长期的“精雕细刻”，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提高。

让我们做一个“以学生为本”的有心人吧！您一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