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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近年来指导大学生参加说课的教学实践,洞悉大学生说课的优点和存在的不足.根据说课大赛评

分标准的变化和未来实际教学需要,提出说课培训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说课  讲课  创新

  近几年大学生说课比赛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

荼,每年暑假省赛、国赛接踵而至.中国教育学会物

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物理教学

技能展示大赛今年已是第八届、山东省物理学会主

办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物理教学技能大赛已经是第十

一届、山东省教育厅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主办

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参赛学校和

人数逐年增加,今年山东省赛有20所高校的198位

同学参加,国赛有114所高校的1021名师生参赛,

参赛人数众多,以至于主办单位不得不限制各校的

参赛人数.大学生说课受到了众多高校重视和学生

追捧,其主要原因是说课大赛为学生打造了一个锻

炼和展示自己的舞台、训练了学生的教学技能,为其

今后从事教育工作或求职面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物理教师招聘也把说课列为考核

内容,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参与说课的积极性.济南大

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多年来一直组织学生参加省

级和国家级的说课大赛,每年都有多人获得省赛和

国赛的一等奖,2016年22位同学参加省赛,有14位

同学获得一等奖;11位同学参加国赛,有6位同学获

得一等奖,可以说成绩斐然.但是,在多年指导学生

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了学生说课存在的问

题,以及诸多不足.期望通过总结能够更好地指导学

生说课,提高学生的说课和讲课水平.
所谓说课是指教师在钻研教材和大纲,充分备

课的基础上,在没有学生参与的情况下,面向同行、

教研人员等,以口头形式系统阐述某课的教学设计

及其理论依据的行为[1].说课最早在中小学中流行,

后在高校中兴起.大学生说课采用了中学教师的说

课模式,总共15min的说课分为两部分:不少于5
min的说课和不少于5min的讲课.然后根据学生

的教学设计、说课、讲课、课件、板书版画和教态等几

个方面评定成绩.近几年的比赛,对讲课的要求越来

越高、讲课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对教具的创新

也有所要求,国赛甚至增加了教具设计比赛.

1 大学生说课的优点

1.1 课件精美 教态得体 语言精炼是学生说课的

一大特点

课件是一堂课的门面,是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平

台.一个好的课件在保证内容科学性的前提下,还要

简洁明了、逻辑性好、文字表述简练准确、字体字号

适中、色彩搭配合理、动画设计丰富而不画蛇添足.
大部分参赛学校有说课的传承且网上资源丰富,多
数参赛的同学都能做出较好的课件,课件的文字表

述、逻辑性和美观性方面都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教态

是教师的形体语言,也是教师给学生最直观的示范,

因此教态也是说课的重点训练环节.经过训练学生

基本可以做到衣着得体、教态优雅,给人面貌一新之

感.语言是师生间交流的工具、是开启学生思维的钥

匙.教学语言既要有书面语言的准确规范,又应有口

头语言的通俗易懂,易于被学生接受.说课与讲课语

言也不同,相比而言,说课语言更书面、更富于激情;

讲课语言要更幽默、更通俗易懂.在参赛前学生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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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说课稿和讲课稿,经指导教师修改后定稿,在此

讲稿的基础上反复训练,因此在比赛中学生的说课

能做到语言精练、准确、激情四射;讲课能做到声声

入耳、娓娓道来.总的说来,这些面子上的工作学生

能做得恰如其分、滴水不漏,令人满意.
1.2 实验创新为学生说课增光添色

近几年的说课对演示实验创新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国赛专门开设了教具展示的评选.学生说课的内

容是初高物理教材中的知识,教材中的演示实验都

是经过多年的提炼与优化后的经典实验,应该说再

创新不易.即便如此,结合说课内容,学生充分利用

光电技术改造传统的演示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年国赛我校都有4~5项教具参加教具评比,取
得了良好成绩.

2 大学生说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说课程式化 说课与讲课联系不够紧密

虽然说水无常势、教无定法,但说课还是有一定

的规律与程序,无非是:教学分析(教材分析、学情

分析)、教法与学法、教学程序、板书设计、教学反思

等几个环节.但关键问题是学生不能把这些程式与

具体的讲课容紧密结合、体现不出讲课内容的特点,

讲课达不到说课所提出的要求.说讲两码事,达不到

说课的目的.
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应该是教学的重中之重,学

生也会围绕重点和难点设计一些实验.但在说课时

对如何突出重点、如何突破难点强调不够.讲课时在

课件设计、实验讲解、例题设计、时间分配等方面对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照顾不够.有时为了所谓的创新,

学生设计的实验与授课的重难点关系不密切.有时

设计实验过于追求新奇而显得复杂,淡化了演示实

验原理清晰、操作简单、效果明显的本色.
2.2 讲课是学生的最大软肋

近几年对讲课的要求越来越高,说课与讲课的

时间和分值基本对等,但讲课往往是学生的薄弱环

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说课和讲课区分不明显,有的同学将说课

的课件直接讲课用;有的同学说课与讲课的语速、语
气别无二致,体现不出二者的区别,以至于讲课听上

去像是说课.
(2)说课中设计的教学流程在讲课中体现不明

显,或者完全不符.讲课中对教材的重、难点突出不够.
(3)实验讲解不透彻,主要体现在对实验器材

的介绍不到位、实验过程中让学生观察什么强调不

够,以至于实验做完了,学生还没有观察到实验现

象,弱化了演示实验的效果.
(4)学生的板书普遍较差,缺乏练习.

3 改进建议与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讲课和实验讲解是学生

的薄弱环节,应强化训练,具体措施如下:
(1)说课应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参加说课比赛

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活动,促进学生的讲课水平,而讲

课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长期训练的结

果.建议将说课融合到《教学法》、《中学物理教学技

能训练》等课程的教学中,从板书、语言、教态、课件

制作等教师的必备技能,全方位、长时间对学生进行

培训.学生的说课应该是日常教学的延伸与拓展、是
学生教学技能的自然展示,而不应为拿到一个好成

绩而突击培训.
(2)演示实验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在说课大赛

评比中,演示实验的分值占很大比重.我们认为,一
次课的演示实验以两个为宜,一个是课堂引入的辅

助实验、一个是验证原理的主实验.辅助实验用于激

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课堂的积极性,辅助实验要

新、奇,以达到吸引学生的目的;主实验是为了讲授

课程重点而设计的、在讲课中占时较多,主实验原理

一定要讲细、讲透.我们建议主实验以采用教材中的

实验为宜,因为教材中的实验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筛

选出来的,无论是实验原理还是实验效果都无可挑

剔.如果要设计新的实验,首先应保证实验的正确性

和科学性,其次演示效果要明显.

4 总结

大学生说课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讲课水平、锻炼

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了学生从事教育工作

的热情,对学生今后从事教学或参加工作面试大有

裨益.同时说课大赛使学生感觉到学有所成、学有所

用,促进了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丰富了其学习

经历.指导教师应根据学生说课中出现的问题,改进

培训方式和内容,使学生的说课更接近实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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