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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师首先是教师，其次是学者，再次是教育家。 

• 要做好的教师，需要懂得教学； 

• 要做好的学者，需要懂得研究； 

• 要做好的教育家，需要懂得教育； 

• 而对于教学、学问、教育的热爱，是做好每一个角

色的基本前提。 

 



教学设计定义 

• 是指在教学之前对教学过程中的一切预先筹划、

安排教学情景，以期达到教学目标的系统设计。 

• 美国教育学家哥莱斯认为：所有的教学活动包括 

教学目标 起点行为 教学活动 教学评价 

教学基本模式 

1 2 3 4 



教学目标制定 

达成目标诸要素的分析与设计 

教学内容分析 教学对象分析 

确定教学媒体 选择教学策略 

教学效果的评价 



• 上图表明：教学设计的各环节并非是单项

流程而是一个循环系统。 

• 虽然教学目标和制定是教学设计的首要环

节，但它同时又受到教学对象、教学内容

和教学效果评价反馈信息的制约 



（一）教学目标的制定 
• 教学目标是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 

• 在教学设计开始时，教师必须明确学生学习结果

的类型及其学习水平，并以清晰的语言陈述教学

目标。 

• “学习结果”：就是指预期学生学习之后所发生

变化的行为领域 

• “学习水平”：就是这种行为在一定的范围所达

到的程度 



（二）教学对象的分析 

• （1）学习者起点能力的诊断 

• （2）学习者“生活概念”的分析 

• （3）学习者认知方式 的分析 



（三）教材内容的分析 

• （1）分析教材内容的知识类型 

• （2）分析教材内容的相互联系 

• （3）分析教材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 （4）分析和挖掘教材知识的价值 



（四）科学探究的教学策略 

• 科学探究学习的特征： 

• 以问题为中心； 

• 强调自主参与 

• 重视合作交流 

• 重视收集实证资料 



（五）确定教学媒体 

• 影响教学媒体选择的因素有： 

• 教学任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 

• 学习者--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学习经验等 

• 教学管理---教学规模、教学组织等 

• 媒体使用--媒体的硬、软件，媒体的功能 

• 经济因素---必须考虑经济实用 



（六）教学评价 

• 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

方面的评价 

• 是依据教学目标和测量结果，对学生的行

为变化给予价值判断的过程 



   课堂教学技能的选择   



教学技能选择 

一、教学语言 

 二、非言语性行为 

四、提问技能 

三、板书技能 



     一、教学语言（有声语言） 

基本特征 类  型 基本要求 

(一) (二) (三) 

   是教师传递教学信息与完成教学任务和工具，
引导学生学习，启发学生思维，实现教学目标。 



（一）教学语言特征 

一、语音：发音准确、规范 

二、语调：生动语言、抑扬顿挫 
 

四、响度：声音的强度、长度、高度 

三、节奏：语言、内容、时间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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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语言的规范性        教学语言的精练性 

教学语言的科学性        教学语言的针对性 

教学语言的讲解性        教学语言的启发性 

教学语言的通俗性        教学语言的趣味性 

教学语言的幽默性        教学语言的时空性 

 

中学化学课堂教学语言艺术 



（二）教学语言类型 

一、解释性语言 

 二、启发性语言 

 四、叙述性语言等 

 三、描述性语言 



  要求教师条理清楚，对过程的顺序、 

事物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具体交代 

有条理的向学生叙述科学事实和原理 

叙
述
性
说
明 

   要求语言节奏要舒缓，用词造句 

要通俗易懂并且形象生动 



     教师提供启发说明材料，与问题 

建立取得联系 

    教师启发，引进学生对已有知识
或经验的回忆 

启
发
性
说
明 

从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的启发说明 



要求教师语言丰富并有感情色彩 

   在叙性述说明上增加修饰成份，增强语
言的感染力，唤起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力 

描
述
性
说
明 

要求语速语调随内容变化、表现自然 



要求语言简练，针对性导出问题实质 

     师生在互问互答的讨论中或教师在自
问自答的讲解中教师对研究对象（包括事
实、结论等）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正确方法 解

释
性
说
明 



   二、非言语性行为－教态、体态 

          教学信息和知识除了靠教师有声语言传递外，

还要通过教态和体态等非语言因素辅助完成。 

           教态: 是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包

括教师的仪容、风度、神色、情绪、表情等； 

          体态语言: 指的是伴随语言教学的姿势或动作、

手势和目光等， 



（一）教态的基本要求 

 

1.着装整洁，端庄 

2.目光亲切，表情轻松，态度和蔼 

3.举止文雅，精神饱满 

4.面向全班学生，与学生视线交流的时间不  

  低于60%。 

5.善于用不同的眼光表情达意 

6.根据教学需要，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情感 



 

 

7.身姿、手势、一举一动都要表达出对学生 

  的爱、关心、信任和期待 

8.位移幅度和频率适中，并根据教学内容与 

  演示、讲解、板书等活动协调 

9.各种动作从容、敏捷、准确 

10.没有不必要的动作，遇乱不急，受挫不躁 



（二）良好教态的基本构成 
 

1.服装：衣着要高雅大方，整齐干净，协调

自然，美而不俗。 

2.面部表情：(1)目光亲切，目视全班学生。 

                       (2)含蓄地微笑，不要放声大笑。 

                      (3)喜怒哀乐不宜表露太过。 

 



3.身姿：“进”，“站”，“位移”（讲述、板书、演示） 

4.手势 

     (1)点——指点黑板上的词句或挂图上或向学生发出指令。 

    (2)划——比划，模拟再现空间形状和形式。 

    (3)压——表示缩短、挤压，两手手心相对挤；表示安静、

暂停，两手手心向下压。 

    (4)抬——手心向上，示意学生齐声读或站立。 

    (5)挥——表示气愤、决心、果断、誓言时，一般采用圆弧

形动作。 

 



（三）体态的分类 

           教师的姿态要自然大方，切莫矫揉造

作、故作姿态。大方、自然、得体、恰当

的体态语言能够感染学生的情绪，增强知

识讲解的效果，开发学生非智力因素，影

响学生的修养，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

育作用。 



1.身姿体态语 

2.手势体态语：（1）指示性体态语 

                           （2）演示性体态语 

                           （3）指挥性体态语 

                          （4）象形性手势 

3.表情体态语 

4.目光体态语 

5.空间距离体态语 

 



            三、板书技能 

    板书是教师口头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 

    教师运用黑板，以凝练的文字语言和图标等

传递教学信息的教学行为方式 

 

     



 



提纲式——按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解顺序，提纲挈领地编排书写的形
式 

 

特点：突出教学重点，便于学生抓住要领，掌握学习内容的层次和结    

           构，培养其分析和概括能力 



图示式——板书过程中，教师用有一定意义的线条、箭头、

符号等组成的图形来组织教学内容的板书方法 

 特点：形象直观 



 

表格式——根据教学内容可以明显分类的特点而设计的。 
  

 



词语式——运用几个存在内在联系的关键词语，加深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特 点：     简明扼要，富有启发性 

Eg:对金属钠与水反应实验现象的描述：浮熔响游红 

 线索式——以教材提供的时间、地点等线索为主，  

                 反映教学的主要内容。 

 特  点：  化繁为简，便于回忆 
Eg:原子结构：道尔顿模型—葡萄干模型—卢瑟福模型—波尔模型 

总分式——先总体叙述、后分述，先讲整体结构、后 

                 分别讲解 细微结构的教学内容 

 特  点：  条理清楚、从属关系分明 



板书区域的划分 



板书设计要求 

一、明确的目的性 

二、周密的计划性 

三、高度的概括性 

四、较强的针对性 

五、清晰的条理性 

六、严谨的科学性 

七、较强的美感性 

 

 



书 写 方 法 

    a、用粉笔写字，运笔时用力轻重应
均匀适中，笔身与板面构成约70°的斜
角，避免发出尖啸声。  

    b、板书一般情况下采用横行排列，
字迹直径约为7—9厘米，行距为字的
5/8——7/8 。 



着重号的使用 
      着重号可以用点号、短线、不同的颜色、

不同大小的符号等标记。 

  但要注意： 

      一是着重号不要过多过滥；二是着重号

应尽可能保持统一；三是着重号颜色不宜多

种；四是着重号的字体不宜过大，以免整体

比例失调，影响美观。 



        四、提问技能 

 

     提问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常用的一

种更相互交流的教学技能，是通过师生相互作用，
检查学习、促进思维、巩固知识、运用知识、实
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行为方式。 

    其可分为低级认知提问和高级认知提问。教
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个性特点来提出问题，并有
目的地引导学生积极回答问题 

 



       回忆式提问：限制了学生的思考，课堂上不应过多使用，一
般而言，在课的开始或对某一问题的论证初期，可通过回忆式提
问使学生回忆起所学，建构新知识。也可用于考察学生对一些简
单陈述性知识的掌握情况。属于低级认知提问。 

      理解式提问：用于检查学生对复杂的陈述性知识的理解掌握
情况，多用于讲解新课之后或课程结束时。学生要回答这些问题，
必须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回忆、解释或重新组合，是一种较高级
的提问。 

    运用式提问：用来考察学生对概念等程序性知识的掌握情况，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的概念或规则给出对问
题的解答。 



     分析式提问：属于高级认知提问，比如请分析化学对人

类生活的影响等；这类问题无固定答案，需要教师对学生进

行引导，并在学生回答之后针对回答进行分析和总结。 

  综合式提问：这类问题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比如：什么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是有什么引起的？对社会经

济和人类生活有何影响？我们要如何解决该问题？ 

    评价式提问：针对某事物进行个人评价。 

 



 

发问：  发问的时机 

             发问的对象 

             发问的方式 

             发问的顺序 

             发问的语气 

    



    待答   第一等待和第二等待时间 

 

    助答 

 

    评价小结 



问题的范围要适当，不能太宽 

问题的设计应考虑授课类型的差异 

设计假设性情境而提出问题，可激发学生想象力 

较大问题应设计成层次的若干小问题 

设问应环环相扣，富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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