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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教育生态环境的一项评价机制,课堂观察除了可以用来反馈学生真实学习境况,也能作为桥梁来

评估教师专业技能.结合笔者课堂观察的实践体会,通过实施学校式调查问卷,对比、分析学生期末成绩及教师满意

度平均分,归纳提炼课堂观察对教师专业培养的有效性影响,为今后高中物理教师的学科专业发展可提供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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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对课堂观察的认识,主要是一种建立于教

学行为的基础,对听评课的有效汇总和升华,应该来

说,是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的.但是,随着现代高科

学技术的交互运用,对课堂观察科学概念或定义的

认识有了较大的拓展,课堂观察俨然不再是单一的

教学互动,更是一种深刻纳入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

理论.教师有效利用课堂观察来进行教学敦促、教学

改进或教学反思,既是对自身专业技能发展渴望的

满足,也是对教师素养的内在升华,那么在当代教育

教学实践中,课堂观察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促进

到底怎么样? 特别的,在新教师的专业培训中,课堂

观察应该侧重于哪些层面能力的发展,都是值得我

们思索的问题.

1 课堂观察研究对象及方法工具

在整个课堂观察的对照性研究中,在我校高一、

高二、高三这3个年级开展“追踪式”调查.整个课堂

观察形成4个调查小组(每个小组两名观察成员),4
个小组均在相关时间抽样出自己的观察班级.譬如

笔者与其中某一教师跟踪观察高一年级重点班级调

查.在后期汇集的5个班级,历经3年的调查记录

中,发下调查问卷600份,回收535份.其中观察组

中3位教师因为选取的目标班级因学校人事调动、

分班、学生毕业等原因,前后测班级不同,不具有对

比性,故没有统计.
问卷的题项设置来源于对教师教学技能方面的

综合素养的需求,客观符合了教师未来发展的专业

规划.在具体调查统计中,针对教师教学技能考查的

语言能力、教态特点、教学问题的有效性、课后作业

的目的性等17个组合问题(表1),开展满意度上的

五点评价法(完全符合、基本符合、说不清楚、基本不

符合、完全不符合).
表1 问卷中教师技能考查项目

题号 目标技能

1 教学语言简洁性

2 语言幽默

3 板书板画能力

4 教学富有兴趣性

5 教法有效性

6 学生关注度

题号 目标技能

7 提问有效性

8 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长短

9 学生互动情况

10 学生是否正面鼓励

11 对学生尊重与关爱

12 教学指令简明、清晰

题号 目标技能

13 教师拖堂

14 指正教师错误频率

15 针对性课后作业

16 课后作业有效性

17 作业批改认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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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观察教师专业技能表调查结果分析

2.1 在校普通班与实验班成绩比较

下面以学生在前后测(Ⅰ,Ⅱ)中成绩来初步评

估教师甲、乙(其中教师甲对应于普通班,教师乙对

应于实验班)课堂观察中专业技能的提高.利用

Excel软件自带的AVERAGE函数及COUNTIF,

COUNT函数计算平均分数及及格率.
对于教师甲,平均分为

SⅠ =AVERAGE(D4,D68)≈46.64
SⅡ =AVERAGE(E4,E68)≈66.26

及格率

ωⅠ =COUNTIFD4
:D68,″>=( )60″

COUNTD4:( )D68 ≈46.45%

ωⅡ =COUNTIFE4
:E68,″>=( )60″

COUNTE4:( )E68 ≈53.84%

对于教师乙,平均分为

S′Ⅰ=(H4,H59)≈61.38
S′Ⅱ=(I4,I59)≈63.52

及格率

ω′Ⅰ=CONUNTIF H4
:H59,″>=( )60″

COUNT H4:( )H59 ≈51.79%

ω′Ⅱ=CONUNTIFI4
:I59,″>=( )60″

COUNTI4:( )I59 ≈53.57%

由上可知,教师甲、乙技能提高在期末成绩上的

表现都具有一定的特点.普通班与实验班期末成绩

统计表如表2所示.横向比较,普通班教师甲前后测

期末平均分有19.62分的差距,提升幅度达42%,其
及格率也有了显著性上浮,上升区间达15.8%.而
对于实验班,Ⅰ,Ⅱ 测平均分也有一定程度涨幅,跨
度略不明显仅为2.14分,及格率上的涨幅也存在一

定的疲态.纵向比较,无论是普通班还是实验班,践
行课堂观察,都是收益颇大的,在中学开展教师规范

性课堂观察,对学生的养成性学习应该来说是由有

一定的裨益.但是由于课堂观察更多是响应新课改

理念,照顾大多数学生,对班级优秀生的遴选作用显

得不明显,不能针对性地拓宽班级中上层学生的学

习深度,这也是课堂观察在中学实践课堂中需要注

意和强化的地方.

表2 普通 — 实验班期末成绩分析表

教师 甲 乙

Ⅰ,Ⅱ 测试 SⅠ SⅡ ΔS ΔS
SⅠ

S′Ⅰ S′Ⅱ ΔS′ ΔS′
S′Ⅰ

平均分 46.64 66.26 19.62 0.42 61.38 63.52 2.14 0.035

Ⅰ,Ⅱ 测试 ωⅠ ωⅡ Δω Δω
ωⅠ

ω′Ⅰ ω′Ⅱ Δω′ Δω′
ω′Ⅰ

及格率 46.45 53.84 7.39 0.158 51.79 53.57 1.78 0.034

2.2 课堂观察问卷教师教学技能满意度统计分析

教师专业技能的规范化提高,除了通过教学成

绩的有效佐证,学生对教师的客观评价,更能反映教

师在观察过程中是否得到了点对点的提高,教师教

学技能是否得到了全面发展.下面笔者进行了本次

问卷选项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学生问卷教师教学技能满意度平均分数统计

题
号

Ⅰ测百分比/%
(基 本 符 合 以
上)

Ⅱ测百分比/%
(基 本 符 合 以
上)

1 67.56 83.16

2 65.72 72.05

3 67.57 72.05

4 48.48 61.28

5 45.45 52.86

6 24.55 39.39

题
号

Ⅰ测百分比/%
(基 本 符 合 以
上)

Ⅱ测百分比/%
(基 本 符 合 以
上)

7 83.08 84.82

8 62.28 69.69

9 73.40 66.33

10 48.48 59.60

11 56.06 63.98

12 70.03 87.20

题
号

Ⅰ测百分比/%
(基 本 符 合 以
上)

Ⅱ测百分比/%
(基 本 符 合 以
上)

13 62.91 63.29

14 37.99 63.29

15 80.42 85.45

16 82.79 89.22

17 75.96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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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清楚反映课堂观察调查问卷中反馈学

生对教师专业技能的客观情况,将原始数据进一步

处理,绘制出学生对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平均分的

Ⅰ,Ⅱ测对比图.如图1所示可以很清楚了解在每项

教师技能上,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的分布情况.

图1 问卷 Ⅰ,Ⅱ 测满意度对比曲线

结合表3及图1所示的数据信息,在整个调查

问卷中,即使个别技能的完善鉴于课堂观察目标全

能性的考查,出现小回落现象,但是学生对教师各方

面专业技能的进步认可度是认可的.前后测过程中,

针对教师专业技能达到学生满意度 ———“基本符

合”以上所打的平均分,都有着明晰的攀升态势,而
且在具体某项技能的提高更是有着显著性提高,实
现了质的飞跃.譬如问卷中的1,6,10,12,14等技能

点上,都有着近平均16个百分点.整个 Ⅰ,Ⅱ 测中

其总平均分更是从61.93分提升大约十个百分点.
其整个调查问卷的平均分统计如图2所示.

图2 Ⅰ,Ⅱ 测总平均分

2.3 基于SPSS软件分析下的问卷平均分数据信

度

针对调查问卷中平均分数据信度分析.如图3
所示,案例的有效数为17,数据差异性SPSS大小为

0.758.相对来说能较好地反映调查的有效性.在考

虑到调查的容量(或范围)、方法差异性、以及时间长

短的影响上,本次课堂观察的研究调查分析是值得

借鉴的,能较为真实地反馈教师践行课堂教学的能

力变化.

图3 教师技能平均分数据信度分析

3 结论

在现行教师的继续教育或新教师培训中,开展

这类科学方法的践行和评价是符合教师教育事业发

展轨迹和需求的.课堂观察的 Ⅰ,Ⅱ 测分析表明,课
堂观察对教师专业技能的全面性培养具有积极性、

可塑性及选择性.必须承认,在教师专业提升的整个

阶段,课堂观察在具体的某些专业能力上有突出的

正面效果,譬如教师语言、形态、课堂管理等的提高

尤为显著.因此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外显行为中,是可

以力行实施课堂观察的培养机制的,这一类教育品

质的沉淀是可以通过机械行为反复模仿、训练获取

的,而对诸如教学信念的革新、教学机智或教学策略

的习得,则需要教育者如智者的顿悟,和时间长河的

洗涤沉淀,这一类教学精髓是难以在实践课堂中收

效显著的.
课堂观察应该是活的诊断机制,作为观察对象,

应该找出自己的不足,有欠缺的方面,才能及时有效

提高.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普通班或实验班)更是

需要及时调整观察点,才能与教育环境创造和谐局

面.课堂观察历练注定是一个双赢过程,只有经过这

样的一种交流,一个教师才能从同伴那里获得有价

值的信息、经验甚至比较成熟的模式,少走弯路,获
得快速发展[1].在传统的听评课过程中,更是需要根

据教师个人特色,选择不同的提高点,实现其培养的

高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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