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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带学生逐段分析-总结本文的主旨。课堂教学中既看不

到“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

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

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7]要求的落

实，也感受不到阅读教学对学生感受、理解、欣赏、评

价能力的培养。

（五）教学组织控场难

师范生初执教时，在课堂组织与管理能力方面表现

欠佳，不能掌控全局，甚至会不知所措。

1、不会理答，目中无人。小学生回答完问题就“置

之不理”了，没有评价和反馈。例如，XMB在课堂上喊

小学生起来回答问题后，不仅没有进行理答、评价，还

忘记让学生坐下，学生没得到老师的允许，就站着上了

半节课。

2、不善于倾听学生的发言，从中捕捉有效信息，

进行及时评价，适时调整课堂教学内容，反馈给学生。

如 T N 在 历 史 课 堂 上 ， 学 生 根 据 老 师 的 提 问 回 答 问 题 很

好，而且用到了“中国梦”这样既妥贴又有时代感的词

汇，但是老师在听完这位同学的发言后，没对他有任何

表示，就接着问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此处是进行理答、评

价、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好时机，但因为师范生“教育机

智”不足，紧张慌乱有余，错失对小学生的教育良机。

组团：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中初次授课表现出的不足，映

射了他们教学实践能力培养中的问题。怎样有效培养与

提升其教学实践能力呢？总结多次指导学生教学技能竞

赛的经验，提出“优化组合，团队指导”方案。

根据多次指导师范生参加院-校-省三级教学技能竞

赛实践，总结历次经验发现能迅速有效提升学生教学实

践能力的做法是“优化组合，团队指导”。

优化组合。团队不是简单的随意组合，需经过筛选

进行优化。一方面是学科专业背景的优化，即团队成员

学科专业背景要多元，团队成员的多元化才能保证指导

学生的综合性。团队成员有师范院校的教育理论教师，

主 要 负 责 教 育 教 学 理 论 依 据 的 构 建 ； 某 一 学 科 专 业 教

师，主要负责学科知识讲解、学科素养培育；教育技术

专业教师，主要负责教育技术指导，教学内容呈现形式

技术化；中小学某一学科的优秀教师，主要负责教学设

计指导，让教育理论落地，先进理念坐实。另一方面是

每一位指导教师需要素质过硬，应具有先进教育教学理

念、创新思维、创造能力、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特别

是一线教师。这样指导团队由“理论教师+学科专业教师

+教育技术教师+一线优秀教师”组成，其中理论教师和

教育技术教师可以有交叉，即这类教师可以指导选手参

赛不同学科竞赛，比如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等；学

科专业教师和一线优秀教师不能交叉，学科专业教师只

能对应选手参赛学科，比如具有历史学科背景的老师，

只 能 指 导 历 史 学 科 参 赛 选 手 ； 为 保 证 足 够 的 时 间 和 精

力，一线优秀教师则每人分配一名参赛选手进行指导。

团队指导。经过优化组合后的指导团队在指导时，

不是一拥而上，而是既要合作又要分工。“合作”即团

队师生一起全方位地研讨打磨课例，找出选手的优势，

分析不足，制定下一步分工指导的方案，分工指导后再

反复磨课三至五次。“分工”是指导教师各自发挥自己

的优势与长处，分别对参赛选手进行指导，团队中一线

教学经验丰富的实践导师，主要协调上课班级，指导教

学设计；学科素养深厚的文化导师，负责分析讲解学科

文化知识；擅长现代教育技术整合的逻辑思维清晰的操

作型导师，指导课件制作与美化；从事课堂教学基本技

能训练导师，帮助规范课堂教学语言、动作、态势等基

本技能，并指导书写规范的教案和说课稿，每位导师从

自己的专业角度引发学生省思。经过合作与分工反复指

导，每次“设计-实施-指导团队反馈-学生反思-再设计-

再实施-指导团队再反馈-学生再反思”，打磨三轮及以

上，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都是螺旋式上升。

指导效果。经过这样指导后的师范生参加省教师教

育联盟教学技能竞赛，连续四届无一例外每次都能获得

一等奖的好成绩，足以证明了经优化后的团队协作指导

师范生教学实践的良好效果。

小　结

教学实践能力关乎师范生入职后教育教学水平的高

低，关乎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师范院校需

要就提升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的路径不断做出有益探索

和大胆创新，同时也是每位教师教育者的重要使命和责

任。这需要众多研究者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才能使其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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