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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教学技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运用一定 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顺利完成某种教学任务的活动

方式
。

本文通过对 目前高师生教学技能的现状分析
,

从教学技能的科学性
、

系统性
、

开放性
、

发展性出

发
,

提出了培养教学技能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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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飞速发展 的需要
,

中学教

育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
,

走向培养现代

化人才的素质教育的轨道
。

素质教育需要 的是善

于在知
、

情
、

意
、

行各方 面全面关心学生 的 良

师
、

集教学科研与教学艺术于一身的教学改革

家
。

高等师范院校学生 是中学素质教育的 主力

军
,

所以
,

中学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高师生

今天的学习方向
。

而高师生要在未来的素质教育

环境中生存发展
,

施展才华
,

一个重要 的前提就

是具备适应中学素质教育的学科教学基本技能
,

这是教 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对教师教

学水平的高低
、

教育质量 的好坏具有不可低估的

作用
。

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不同的特点对教师的教

学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

它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
,

应具备变异意识
,

能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渗透

创新的思想
,

具有及时发现学生
“

创造火花
”

的

敏锐意识
,

树立起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意识
,

把

学生当做有思想
、

有个性
、

主动发展的人
。

我们

以教育教学理论为基础
,

主要依据素质教育的培

养目标及教学信息交流过程中的特点
,

以为教学

技能包括
:
教学语言技能

,

变化技能
,

课堂组织

技能
,

现代教育技术技能
。

一
、

目前高师生的教学技能水平现状

自国家教委颁布 《高师学校学生 的教师职业

技能训练大纲 (试行 ) 》 以来
,

各地高师院校认

真贯彻
,

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特点的教师教学技能

训练模式
,

有力地促进了师资培养整体质量的提

高
。

同时也不可否认
,

教师教学技能训练工作还

存在不少问题
,

有的问题甚至比较严重
。

1
、

语言表达方面
:

( l) 叙述不清
。

叙述事

实时
,

不能把握事实的核心和本质
,

因此显得语

言不简练
,

叙述不清楚
。

( 2) 语言的非教学性
。

具体表现为没有重心
、

无节奏感
、

不 注意诱导学

生思路
。

( 3) 提问的形式化和讲解的孤立化
。

所

提的问题多为回忆性的低认知问题
,

简单的一问

一答
。

缺乏 问题层次
,

也不追问
,

更无细致的评

价
。

讲解时缺乏与学生的交流
。

2
、

教态方面
:
有两种极端的表现

,

一种是站

在讲台上紧张或缺乏 自信
,

要么面对墙壁或天花

板自言自语
,

要么向着学生低头念教案 ; 另一种

则是过 于散漫
,

或外衣不扣扣子
,

或一只手插在

裤袋里
,

或双肘撑在讲台上
,

显得很没修养
。

3
、

课堂组织方面
:

( l) 课堂组织单一化
,

整个教学活动没有变化
,

教态
、

教学媒体
、

师生

交往方式都很单一
。

缺乏与学生的交流
,

课堂过

于沉闷
,

学生昏昏欲睡 ; ( 2) 不能有效控制学生

注意力和课堂气氛
,

气氛过于活跃
,

学生的积极

性被调动得极高
,

然而高师生却无力控制
,

自己

反被学生牵着走
。

4
、

教学媒体应用方面
: 虽然使用不同教学媒

体的意识 已引起重视
,

但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如

意
。

多数高师生不能 自如地使用计算机或其他电

收稿 日期
: 2 00 6

一 0 4 一

25

作者简介
: 冯 静 ( 1 9 80 一 )

,

女
,

助教
,

主要从事心理 学
、

教育学工作
。



10 6西 昌 学比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18春

教媒体来提高教学效率
。

二
、

几点思考

素质教育正进行得如火如茶
,

急需一大批具

有 良好教学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教师
。

高师

生教学技能训练的贫瘩状况应尽快改变
,

否则是

无法适应基础教育未来与发展需要的
,

为此
,

我

们要转变一系列观念
,

同时也要拿出切实可行的

措施
。

从实际出发
,

转变观念
,

采取可行措施
,

优化高师生教学技能训练
。

1
.

观念的转变

要有效地进行高师生教师教学技能训练的改

革
,

就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教师教学技能训练
。

以
一

F几个基本的观念应当建立起来
:

( l) 系统性观念
。

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是师范教

育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

而不是孤立的教学环

节
、

静止的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

( 2) 科学性观念
。

由各个要素构成的训练系统

是有规律的
,

这既有理论的依据
,

又是实践经验

的总结 ; 训练内容的说明应是科学的
,

训练步骤

和方法也应是科学的 ; 科学的训练有利于提高训

练的质量和效率
。

( 3) 开放性观念
。

教师教学技能训练体系不是

封闭的
,

而是多元的
、

开放的
。

( 4) 发展性观念
。

教师教学技能的内涵随时代

变化而变化 ; 教师教学技能训练不是一次完结式

的
,

而是动态发展的 ; 训练的着眼点是培养未来

的高素质的教师 ; 它应当是长周期的和具有反馈

调节功能的
。

2
.

改进的措施

观念要付诸实施
,

必须有相应的措施
,

这里
,

从

现实可行性出发谈一些看法
:

( l) 从教学技能训练的科学性特点出发
,

注意

技术运用
,

注重有效指导
。

高师院校往往只注重训练内容的科学性
,

却

很少注重
“

教
”

本身的科学性
、

技术性
。

为此
,

需作四个方面的改进
。

①将现代教育技术引入到教学技能训练中

来
。

要制作和充分利用声像媒体
,

对高师生进行

各种技能的示范
。

及时反馈训练效果
,

调动高师

生参加的积极性
。

②采用微格教学系统进行技能训练
。

微格教

学培训 自标明确
,

重点突出
,

训练方法操作性

强
。

现在微格教学已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模式
:
理

论学习* 示范、 角色扮演、 反馈评价
,

整个培训

是完整系统的
。

但由于训练对象在心理素质
、

教

学经验等方面不同
,

所以训练的方式
、

步骤也应

有所区别
。

高师生缺乏教学经验
,

他们在教学技

能的确认演示
、

综合运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困

难
。

因此
,

培养高师生教学技能还应该在把握基

本训练模式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变换
。

③配备专兼结合的指导教师
,

对高师生的教

师教学技能训练进行必要有效的指导
。

在师生的

相互作用过程中
,

教师的指导对高师生的成长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要提高授课教师自身的

素质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

使教师自身的教学也

成为一本教学技能的活教材
,

发挥教师教学技能

的示范功能
,

这样高师生也可 以在模仿教师的教

学艺术中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
。

④观摩优质课
。

对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活

动进行观摩和分析
,

这是一种有效的教师训练

方法
,

其有两种方式
:
组织化的观摩和非组织

化的观摩
。

组织化的观摩一般在观摩之前制定

较详细的观察计划
,

确定观察的主 要行 为对

象
、

角度及观察 的大致程度
,

也可 以进行有组

织的讲座分析
。

非组织化的观摩则没有以上特

征
。

一般说来
,

组织化的观摩要 比非组织化的

效果好
。

( 2) 建立开放式的教师教学技能训练体系
。

①高师学生教师教学技能的训练形式应是多

样化的
,

可采取课堂训练与课外自练结合 ; 必修

和选修结合 ; 自学练习与考核评比结合 ; 正规学

习与竞赛 (如演讲比赛
,

教案设计赛等 ) 结合等

多种形式
,

以提高高师生参与技能训练的积极

性
、

主动性
,

提高训练水平和效果
,

创出教学技

能训练的新天地
。

②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

办教育离不开

社会的支持
。

高师生教师教学技能的许多内容需

要在 中学这个真实的环境中进行实际训练
。

所

以
,

高师院校要加强与中学的联系
,

建立教学技

能实践基地
,

创造条件通过多种途径让高师生尽

早了解
、

接触中学教育教学实际
,

增强技能训练

的实效
。

③高师院校的广播电台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为高师生的教师教学技能的训练服务
。

如开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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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普及教学技能基本理论知识 ; 还可发

挥桥梁作用
,

加强各院系之间
、

高师生之间教学技

能训练
、

方法
、

心得的交流
。

( 3) 从动态发展的过程考虑充实教师教学技能

的内涵
。

①设置合理的教育专业课程体系
。

高师教育专

业课程可分为理论性
、

技能性
、

实践性课程三大部

分
,

每部分由相关课程组成
,

以必修
、

选修的形式

进行
,

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
,

强化高师生教学技能

训练的目的
。

原来的
“

老三门
”

内容陈旧
,

应进

行适当增删
。

另外
,

还可开设
“

特级教师教学艺术

研究课
” ,

如
“

魏书生老师的商量艺术
” 、 “

窦桂

梅老师的主题教学
” 、 “

李镇西老师的爱心教学
”

等
。

特级教师的教学经验炉火纯青
、

各领风骚
,

学

习他们既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枯燥
,

又可以开阔视

野
,

培养高师生的创造能力
。

合理的课程体系
,

要

使体现师范教育特色的教育专业课程起到应有的作

用
,

而不是仅仅成为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的
“

摆

设
” ,

另外还要与时俱进
,

增设一些密切联系实际

的新课程
。

②单项技能训练应与综合技能训练相结合
,

考

虑与高师设置的教育学科课程及高师生未来中学任

职所承担的工作协调
。

如 目前的教育实习时间多为

4 一 6 周
,

往往是高师生刚熟悉中学教学状况
,

进

人教师角色
,

实习就结束了
,

根本来不及进行思

考
、

实践
。

因此可适当延长时间至 12 周左右
。

通

过综合性的演练
,

能够让高师生对反馈情况进行反

思
,

从而充实提高
。

单项性训练与综合性训练 (如

试讲
,

比赛
,

实习 ) 有目的地渗透
、

交叉
,

对培养

教师教学技能是不言而喻的
。

③从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
,

还应实现教学技能

训练目标的转变
,

即从
“

达标型
”

教师转变为
“

创

造型
”

教师
。

总之
,

高师生教学技能训练的贫困现状必须尽

快加以改变
。

未来的竞争其本质就是人的素质的竞

争
,

高师生作为未来培养人才的人
,

他们的素质应

先行一步
。

而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改造的意义
,

正是

因为它在教师素质的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

因此
,

高师院校必须要重视高师生教学技能的培

养
,

从而推进中学素质教育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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