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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听公开课

□ 黄瑞夷

听课是常见的教学活动。实践中，很多教师听

课常常全凭感觉，缺乏思考，可学的没发现，不可学

的却一味地模仿，最后不但没长本领，反而失去自

我。对于听课，教师亟须厘清三个问题。

公开课听什么——听懂意图，找准核心

执教者想要“公开什么”，这是公开课的核心。

开课者的目的是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秉持的教学

理念。这些内容体现在课堂上，或是教材内容的特

殊处理，或是课堂结构的特别安排，或是教学手段

的独特运用，或是教学形式的创新设计，等等。听

课者需要进行思考、判断才能明白。

比如，为了体现教学不是教一篇篇具体的课

文，而是通过课文来教语文这个理念，执教者会在

公开课中，有意识地展示两者的区别。听课者看到

更多的是教学文章的结构、语言的运用。执教者问

得更多的是作者是怎么写的，而非“这句是什么意

思？”“这段告诉我们什么？”听课教师要学会破解、

反思、琢磨，领会执教者隐藏于课堂中的独特见解。

公开课怎么听——建模比照，记录反思

听出执教者想要公开的内容，不是一件易事。

很多教学理念并非一下子就能从教学行为中体现

出来。听课者得有准备。

首先，需要建模。教师在收到听课通知、知道

活动主题后，可以先思考这些主题在课堂上的呈现

形式，构思建模，然后带着这个课堂模型去听课，与

公开课进行对照。对于没有明确主题的公开课，只

要事先知晓课题，教师也可以备课，然后在听课过

程中从各个方面展开比较。

其次，学会思考。教师可以听执教者自述公开

课的目的，听专家的观课评价，或者听观课者的意

见建议，综合别人的思考，再与自己的理解判断结

合起来，如此就能听出课的门道来。听课之后，教

师还要写些听课反思，这样就更有收获了。

另外，听课记录也有学问。一般教师听公开

课，记录的往往是教学步骤、课堂提问以及少量的

教学气氛，较少记录学生的语言和答题后的精神面

貌，很少关注没有回答问题的学生的课堂状态，也

很少一边听一边在记录本上写下自己的现场思考。

如果能从教学者或背后指导团队的角度去评判教

学，从公开课的开课意图去思考教学内容与形式，

可能听课的效果会更好。

公开课学什么——多学原理，少学形式

听公开课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对此，王荣

生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语文教学的公共财富是

教学内容的科学选择，而教学方法是很个人化的，

未必要学的。”这话为教师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听公开课，不要一心想着从名师身上获得具体

的招式，立马运用。名师在公开课上的“绝招”是有

个人色彩和情境性的，普通教师未必能学。比如，

支玉恒老师上《只有一个地球》。很多教师对支老

师用记者采访的方式教学很感兴趣，但却看不到支

老师这么做的原因，回去模仿运用未必有效。教师

应该学习的是教材内容的科学处理和教学原理的

理解运用，而非热闹的教学形式。

总之，听课弄明白别人想公开的、想推广的内

容很重要。若能按照上述要求去听、去学、去议、去

用，听课自然就会高效。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3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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