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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评课作为一种传统的教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是

教师日常教学、教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专

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

是连接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

在教学一线中，各种各样的讲课、赛课、听课、评课活

动日益增多，听评课活动中也逐渐产生了考核、选拔

和评奖目的性过强、评课形式主义严重、年轻教师由

于缺乏听评课方法和经验从而影响听课效果等问

题。为了更好地开展以化学学科为单位的校本教研

活动，促进化学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使传统的听课更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更加专业化和

系统化，也更加有依据、有针对性，避免评课的随意性

和年轻教师由于经验的缺乏无法有效参与评课等问

题，让学科教研活动由传统的专家理论指向型听评课

向一线教师的实践指向型观评课转变，我区化学名师

工作室在查阅大量文献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尝

试使用课堂观察量表来开展化学课堂的观评课教研

实践活动，同时采用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同课异构的同

课递进教研形式。

本次同课递进活动结合了同课异构和同课重构，

分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大足田家炳中学的

周老师和区化学名师工作室成员张老师各上了一节

高中化学必修1第二章第三节“氧化还原反应”第一课

时的现场研讨课，在上课过程中工作室成员利用事先

设计好的课堂观察量表主要从学生活动、教师活动

（侧重于教师提问）以及教学目标达成情况三个维度

进行观课，并做好详实的观课记录。第二阶段针对两

位老师的课进行课后交流和基于课堂观察量表的评

课，指出优缺点并提出建议。第三阶段由大足田家炳

中学的周老师根据课后交流情况以及评课教师的建

议进行再备课、再设计，然后另选一个班再次上课，所

有教师再次进行基于课堂观察量表的观课，最后进行

课后交流和基于课堂观察量表的再评课。整个同课

递进活动过程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高效开展、有反

馈有评价、有合作有重构、有改进有对比，无论是上课

教师还是观课教师都有很大收获。

基于观察量表的观评课活动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课前准备、课中观察和课后研讨。课前准备阶段，在

前期多次使用课堂观察量表进行观评课教研实践的

基础上，工作室成员在课前经过多次的研讨，对课堂

观察量表的观察目的、观察维度、评价指标等方面进

行了多次的反复修改，力图使课堂观察的科学性、可

操作性、以及定性定量问题最优化，最后我们确定了

学生活动、教师活动（侧重于教师提问）以及教学目标

达成情况三个课堂观察的维度，制定了三个维度的课

堂观察量表。

课中观察阶段，在本次观评课教研活动中，工作

室成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从三个维度进行课堂观察

和记录。学生活动观察组老师在观课过程中，主要从

学生活动内容、活动类型、持续时间、参与程度四个观

察点进行观察，同时对学生活动过程中的亮点和生成

性的新问题进行仔细记录，以课堂观察记录作为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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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课交流的依据和出发点。如其中两位教师对张老师 的课堂中学生活动和教师提问活动的部分记录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活动内容

小组长检查小组成员课前对元素化合价的预习情况。

完成教师布置任务，学生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先完成的小组加分。

个别学生回答教师提问：下列反应是否为氧化还原反应？

完成学案任务1，从得失氧角度分析CuO与H2的反应。

小组共同学习完成学案任务2，从化合价升降角度分析CuO与H2的反应，并进行成

果展示。

回答教师提问：从化合价角度定义氧化还原反应。

独立思考并回答：2Na+Cl2=2NaCl，H2+Cl2=2HCl是否为氧化还原反应。

小组起立讨论完成任务 3，从电子转移角度分析反应 2Na+Cl2=2NaCl，并派代表展

示讨论结果，小组互评。学生参与积极性高，8个同学参与展示。

阅读教材36页内容，类比任务3，自主分析反应H2+Cl2=2HCl。
思考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举手回答。

完成当堂检测，先完成的举手，抽学生回答。

科代表谈一下本节课收获或同学们的表现。

活动类型

a
c
f
c

a+h
f

g+f
a+b+h

c
a
c
f

持续时间

1 ′
2 ′ 40 ″

2 ′
1 ′ 30 ″

5 ′
1 ′
2 ′

5 ′ 20 ″
1 ′ 50 ″

1 ′
3 ′
1 ′

参与程度

a
a
c
a
a
c
a
b
a
d
a
c

时间2019.11.12 讲课人张** 观课人徐** 授课内容氧化还原反应（第1课时）

注：1.活动类型：a小组活动；b问题讨论；c填写、练习；d阅读；e倾听；f回答教师提问；g独立思考；h展示。

2.参与程度：a全部；b多数；c个别；d无。

表1 化学课堂观察量表——学生活动维度

座次表

1
2
3
4
5
6
7

1

√
√
√

√3

2
√

3

√

4
√

√

√

5

√

√2

6

√
序号

1
2
3
4
5
6
7

提问内容

初中阶段是如何定义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的？

思考反应Na2O+2HCl=2NaCl+H2O和C+O2 点燃=CO2是氧化还原反应

吗？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是同时发生的吗?
氧化还原反应可以怎样重新定义？

反应2Na+Cl2 点燃=2NaCl在微观上转移了几个电子？

反应中元素化学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反应H2+Cl2 点燃=2HCl中，HCl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引起化合价变化的？

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类型

a
c
d
c
e
c
e

候答时间

30"
1 ′

1 ′ 30 ″
30 ″
1 ′

3 ′ 20 ″
1 ′ 30 ″

解决方式

a
b
b
a
a
c
e

理答方式

k
e
b
l
f
a
c

表2 化学课堂观察量表——教师活动维度（侧重于提问）

时间2019.11.12 讲课人张** 观课人杨** 授课内容氧化还原反应（第1课时）

注：1.问题类型：a回忆、陈述；b简单判断；c推理作答；d知识应用；e课堂过渡用语；

2.问题解决方式：a集体回答；b个体回答；c讨论后回答；d实验后回答；e阅读后回答；

3.教师理答方式：激励性理答：a对学生回答肯定鼓励；b启迪、引导学生思考回答；

诊断性理答：c肯定或否定学生回答；d不肯定也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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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研讨阶段，所有观课教师和上课教师一起进

行交流研讨，以观课者课堂观察的真实记录为依据，

在互学、合作、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的交流和研讨，

以观课者和上课者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优化课

堂为出发点，在交流研讨过程中以同伴实践交流为

主，专家理论指导为辅。首先是由两位上课教师分别

讲述本节课的设计思路、教学目标设定和现场课堂教

学过程中的感悟，其次由观课的三个小组代表分别从

观课的三个不同维度结合观察量表的真实记录对两

位上课教师的课堂进行客观描述、平等交流、做出适

当评价和提出建议。

如对于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观课者主要从教学目

标有哪些？是否合理？选用了什么教学资源？用什

么方式达成教学目标的？达成效果怎样？等观察点

进行交流研讨。对于学生活动，观课者主要从本节课

进行了多少次学生活动？用到了哪些活动类型及次

数？学生活动的总时长是多少？学生参与程度怎样？

等观察点进行交流研讨。对于教师提问活动，观课者

主要从本节课教师提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提问类

型？学生的解决方式有哪些？教师是如何理答的？

教师侯答时间是否合适？在物理空间上对班级学生

关注是否全面？等观察点进行交流研讨，最后由在场

的资深教师和专家做出点评和指导。其中周老师在研

讨后又及时对该节课进行了再设计，然后在另一个班

级进行教学，对课堂进行重构，工作室成员又进行再

次观评课，观察点侧重于两次课堂的重构和对比。

通过基于观察量表的化学课观评课教研活动，可

以让观课教师通过观察他人课堂反思自己的教学行

为和教育理念，改进和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技艺，提

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促进学生学习；同课递进教研活

动，可以实现同课异构与课堂重构的结合，帮助上课

教师及时反思和改进教学设计，实现学科教研活动由

传统的专家理论指向型听评课向一线教师的实践指

向型观评课转变；可以让化学观评课教研活动走向更

加专业化、合作化、具体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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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理答：e追问递进 f对学生回答进行归纳、概括、升华；

非言语性理答：g不理睬；h肢体语言鼓励；i肢体语言否定；

其他：j打断学生回答；k重复学生回答 ；l自问自答；

注：4.座次表中用“√”标出起立回答教师提问学生位置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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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也更好地考查了学生的思维品质。而这类试题单

靠记忆、刷题显然是无法应付的。

“境脉引领-互动生成”教学模式下的课堂就是

将处理情境问题常态化，依托真实情境，深入复杂问

题的研究中，让知识具有可迁移性，让信息读取、问题

发现、实验探究、推理论证等成为学生自觉的思维习

惯，而不是看到试题就是“陌生情境”，生搬硬套，减少

因应对考试而产生的刷题现象，促进“教、学、考有机

衔接，形成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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