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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许多教师，由于近年来经济、生活等压力，学校管理和教师特定

的职业要求，当今各种对教师行业的网络舆论与评价，也因为教师本人的性格特

征和薪水待遇因素，出现或轻或重的职业倦怠现象。这与爱岗敬业、关爱学生、

终身学习的师德要求产生了矛盾，对国家课程改革及推行素质教育极为不利。作

者认为教学比赛可以提升老师的基本素养，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够为单位、

集体、为个人争得荣誉，为年轻老师起领头羊的作用，对此亦做了分析。本文撰

写旨在能够激励年轻教师积极进取、缓解职业倦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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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 后教师，很多读书时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教学并中从获得知识，是在

粉笔书写的传统模式下的教育花园中成长的。我们许多人不仅习惯了以前老师的

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使现在进入教育行业，当上了老师，也梦想靠着一支粉笔打

天下，轻松地混完自己的每一节课，曾经我还异想天开就这样一直到退休。自从

课程改革推行素质教育以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部推行的“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的活动开展，这种沉寂被打破。 

推陈出新，新事物的到来，总是由被动到主动接受。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建

议教育部推行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于是以“信息技术与学科的融合”和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同课异构”为代表的各种活动开始开展，各科各

类教学比赛开始拉开大序幕。 起初谁都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上级组织的比赛

活动有时甚至没有人报名。这对于主办单位和学校来说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主

办单位就硬性规定学校推荐，学校就硬性规定出征名单。当然赶鸭子上架的我们

也就无路可逃。上级的硬性规定虽然施给教师的压力，都是确让教师受益匪浅，

大大促进了教师们的教学成长。教学比赛对教师的促进作用包括两个种情况：一

种情况是观摩别人的赛课的收获，另一种情况是自己亲自比赛的收获，后者更加

影响大。教师是如何在教学大赛中成长的？ 

总之不管是观摩赛课还是亲临赛课，都可以对教师成长有下以的促进作用： 

一.可以提升老师的基本素养 

教学大赛可以提升老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可以提高老师的基础知识素养，可

以提高老师的业务能力素养，可以提高老师的身心素养。 

在观摩教学大赛时，老师们会被承担优质课的老师的勇气、仪态、谈吐、机

智、沉稳，良好的应变能力折服。上课教师的基本素养、教学环节设计，教学过

程，还是教学目标达成效果、都极大影响着观摩者。观摩比赛可以学到了很多很

多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观摩可使教师以赛为借鉴，客观反思自己教学能力方面

的长短之处，明确今后自己教学能力的发展方向。笔者最早是刚刚毕业时在学校

组织的赛课中，听本校有位语文教师上课，发现她是如此仪态大方得体,语言规

范标准。板书字体工整,版面格局合理,内容简练,条理清晰。笔者就想自己平时

上课的模样，学生有时候还笑我上课总是看着天花板，不看他们。还有经常有学

生纠正我读错的字,有些学生特别是是刚刚从小学升初中的初一学生埋怨我写字

潦草，记不起笔记。反思这三点真应该改进。后来笔者一般都比较注重自己着装

是否得体。普通话真的进行重修了达到了二级乙等。平时有空就练习书法，后来

书写也得到一些同行的肯定。在本组举行的板书比赛也获得头等奖。后来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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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区级教师比赛。有位地理教师给笔者的印象最深。她的教学理念新颖科学，

模式及教法多样灵活，做到了让学生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学习。其

实她上的那节地理课是《长江》。她的课开始于一首殷秀梅的《长江之歌》歌曲

---你从雪山走来……惊涛是你的气概。这首歌把学生引入了新课。中华鲟主要

分布在长江.中华鲟生活习性独特。每年夏秋，在大海里长大成年的中华鲟，成

群结队齐聚长江口，耗时整一年，逆江而上 3000 多公里，开始其浪费而艰辛的

恋爱和婚配旅程。到了第二年秋天，中华鲟游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水流湍急

的金沙江一带产卵繁育后代。她采用分小组学习法布置“寻找中华鲟”任务。通

过任务的完成既让学生了解了相关长江的长度及分段等知识而且提高了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大家知道地理地名记忆是最繁杂难记忆。在讲述长

江各段流经地名时，这位老师引导学生采用创造打油诗方法进行有效记忆。教会

了学生的一些学习技巧。从这位老师那里笔者明白了，要成为好师一名，首先要

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把一科非中考科目上得让学生和听课老师听得津津有味，

欲罢不能，是因为她善于创新理念，采用情境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再根据学生的

情绪和效果，及时调节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灵活改变教学方法征服学生和听众

-----真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近些年来，笔者有幸参加的比赛也不少。大大小小的，有校级的、有县级，

也有市级的。不是很出色，但是也受益匪浅。 

赛课可以提升老师的职业道德素养。笔者认为参加教学大赛时在投入大量的

时间、精力、物力做好精心准备时，不热爱这份教育事业是办不到的。没有同行、

团队的协作鼓励和帮助也做不好。不热爱学生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是无法与学

生互动起来。所以赛课可以提升老师的职业道德素养。教学比赛要做精心准备进

行教学设计，所以经常要熟练教材，补充阅读大量资料、特别是相关的学科专业

知识。比如说有次笔者在准备《生物的变异》的赛课时，涉及到知识点的拓展----

生物变异的原因和分类。这方面的知识课本上只是轻描谈写，所以不得不查阅大

量生物学知识，准备大量信息图片。必要时因为学科联系还要加强其他学科的科

学文化知识。比如说有次笔者在准备《发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的赛课时，想要

准备一套器材----注射器与橡皮帽来演示气体扩散与压力、气体压强与体积的关

系的关系。这就咨询了物理科教师并查阅许多相关的物理知识。在准备《测定某

种食物中的能量》实验教学说课的赛课时。涉及数据的统计和物理学的热能计算，

这就要先武装好自己物理、化学基础学科知识。为了解决如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怎么教，怎么突破重点难点，达成教学目标，还要“充电”必备的教育科学知识。

所以赛课可以提高老师的基础知识素养。 

赛课可以提高老师的业务能力素养。积极参加教学大赛，可以锻炼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教育教学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自我调控并提升自己的教育机智及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能力。说到现代教育技术，记得第一次参加教学大赛是

参加说课，笔者选择的课是《开花与结果》。那时候没有积极参加信息技术培训。

非常尴尬的是，笔者第一次使用 PPT，竟然不知道播放 PPT，要在反映模式下进

行，老是在大纲模式下进行。赛课出现点击不了链接视频播放不了。比赛的惊慌

失措、时间的延误，出现了人生教育生涯第一次比赛的特大败场。但是这一次给

笔者的教训和羞辱也给了笔者成长的动力。努力学习多媒体信息技能，注意把握

课堂时间，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尴尬。 

赛课可以提高老师的身心素养。教学大赛中，精心准备资料和进行教学设计，

与同行积极交流，反复磨课，锻炼了教师的稳定心理素质；营造了的良好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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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师生关系。为培育学生健全人格提供良好氛围，自己也形成了积极向上的

良好情绪、豁达开朗的心胸；培养了教师坚忍不拔的毅力；为赛出水平独创的教

学设计培养了教师的创新品质。 

二.教学大赛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学大赛，会使教师从关注生存到关注情境再到关注学生上走向成熟。刚刚

入职的新型教师先是被动参加教学大赛并希望领导能够赏识他，让自己能够为单

位争得荣誉，不让领导为难。慢慢的教师会伴随着阶段的发展，不仅在专业思想

还是在从专业知识上，还是在专业能力等方面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教师技能大

赛是使从刚入职的毛手毛脚新手型教师到引领青年老师专家型教师的一个途径。

笔者记得早些年参加的比赛，比赛的内容《细胞的生活》全程几乎都是以讲述为

主，最多是有一些提问。事后有听课老师的评价是：学生的主体性不够，课堂很

沉闷。十年后笔者以《生物进化的原因》再次站在赛台上。这次在课程改革推行

素质教育的新理念引领下，特别设计了小组实验《模拟保护色的形成过程》，以

小组为单位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记录并统计数据，然后分组讨论、最后

总结。既让学生学到了基础知识，还发展了学生的思维，不仅培养了学生处理数

据的能力，还考验了小组团队合作精神。这样的老师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学生的

成绩而是发展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力是一个方面，而更多的是他们的道德素质、

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三.  积极参加教学大赛能够为单位、集体、为个人争得荣誉，为年轻老师

起领头羊的作用。 

参与教学大赛是光荣的也是辛苦的。光荣在于当学校有需要时，你是勇挑重

担者。辛苦是你要做大量的精心准备。正是这种光荣和辛苦引领年轻教师通过听

课、评课，交流教学感受和教学方法，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进步，长江后

浪推前浪。 

每位教师回忆初职时自己的课，无论是在课前准备、教学的过程设计、课堂

的把握等等各方面，都为自己感到汗颜，实在是糟糕透了。但如果从观摩老教师

的赛课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吸取经验教训，归纳并找到自己教学努力的方

向，又经过多次教学比赛磨课，自己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多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们请教，不断反思自己，必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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