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董 霞



叶澜教授曾指出：

“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也不可
能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
教学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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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教学反思



一、教学反思的涵义

教学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

程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
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
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自我
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于活动的反思

2、活动中的反思

3、为活动反思



1、对于活动的反思：

这是个体在行为完成之后对自

己的行动、想法和做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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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中的反思：

个体在行为过程中对自己的表现、
想法、做法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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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活动反思：

这种反思是以上两种反思的结
果，以上述两种反思为基础来指导
以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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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反思的内容

1.教学理念的反思
2.教学内容的反思
3.教学设计的反思
4.课堂教学的反思
5.教学效果的反思
6.教学方法的反思
7.学习方法的反思



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1、写成功之处—思得

2、写不足之处—思失

3、写“再教设计”—思改



写成功之处（思得）

将教学过程中达到预先设计的教学
目的、引起共振效应的做法；课堂教学
中临时应变得当的措施；层次清楚、条
理分明的板书；教学方法上的改革与创
新等等，详细得当地记录下来，供以后
教学时参考使用，并可在此基础上不断
地改进、完善、推陈出新，达到光辉顶
点。



写不足之处（思失）

即使是成功的课堂教学也难免有
疏漏失误之处，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回
顾、梳理，并对其作深刻的反思、探
究和剖析，使之成为今后再教学上吸
取教训，更上一层楼。



反思1：教学中的疏漏

1、时间不够用：
从制定计划到实验探究需要很多时间，这

些时间和内容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很重要，
所以不能压缩，这样后面的汇报和实际应用部
分相对的时间就紧了一些。

2、有的学生制定完计划以后并没有完全实
施：在实验时，有的学生容易忘记计划中的某
个环节，比如忘记预测，或忘记2次检测，但大
部分的程序还能按计划去完成。



写“再教设计”（思改）

一节课下来，静心沉思，摸索出了哪些教
学规律；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
发现；组织教学方面有何新招；解题的诸多误
区有无突破；启迪是否得当；训练是否到位等
等。及时记下这些得失，并进行必要的归类与
取舍，考虑一下再教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如何做，
写出“再教设计”，这样可以做到扬长避短、
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
境界和高度。



反思1：声学反思片段

在声学”的教学中，由于实验条件的欠
缺，未能让学生亲身体会“立体声”，可能
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在今后
的教学中在“备课”上多下功，在教学细节
上多下功夫！要想办法，比如播放录像或多
媒体教室放DVD试音碟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
“立体声”，以加深学生的了解。



总结：

“反思”可以说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的
最佳结合点，是撬动教师专业成长的支
点，也是教师体验教育教学幸福的必经
之路，教师，要善于学习与反思、梳理
自己的成败得失，积累点滴的智慧结晶，
串成美丽的珍珠项链。



运用有效评价 促使课堂生成



一、教学评价的目的

－－提高每个学生的学习素养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二、教学评价的作用

－－－激 励



三、课堂评价

课堂评价是评价的主要形式，它是指在教育活动过程

中，评价者对于评价对象的具体表现所作的即时的表扬和

批评。它往往与教育活动过程融为一体，没有严格意义上

的评价方案和评价结论，强调对具体行为的评价和指导。

课堂即时评价区别于其他评价的重要特点就是随机性和瞬

时性。在课堂上，它往往是一闪而过，似流星划过夜空，

虽然短暂，却光彩夺目，叫人无法不去注意它，关注它。



四、如何发挥课堂评价的有效性

课堂评价，每个老师每一节课都在使
用，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如何让评
价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触动学
生心灵，产生预料之外的精彩，达到课堂
的沸点呢？



（一）巧妙运用评价语言，促使课堂生成
运用生动的口头语言进行适当的即时评价。如“你

的回答声音真响亮，老师看到了一位自信的同学”“你
能结合生活来回答，真不错！” 你的回答让大家都非常
感动，相信以你的真诚，能找到更多朋友！”等等。教
师这样的评价，看似简单，却渗透着对学生的关怀尊重，
更可让学生明白前进的方向。

相反，在课堂教学口头评价中，常常听到机械地重
复一些套语，如：“你真棒！”“好的、不错！”“你
真了不起”可以看出教师评价的苍白无力，甚至言过其
实，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缺乏对内容的实质性的评价。
因此，这种评价对学生来说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的。长
时间这样的评价只会带来两种后果：或是让学生感觉不
真诚，对评价无动于衷；或是让学生飘飘然而不知所以
然。



例如：广告的要素

广 告 设 计 基 础 知 识
D E N T S U A D V E R T I N G

麦当劳巨无霸广告(视频）

（1）广告主
（2）广告公司
（3）广告媒介
（4）广告受众
（5）广告信息

中国麦当劳 巨无霸 搞笑广告_1.flv.mp4
中国麦当劳 巨无霸 搞笑广告_1.flv.mp4
中国麦当劳 巨无霸 搞笑广告_1.flv.mp4


（二）老师有效的评价，呈现课堂内容

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有效评价来将授
课内容有序的呈现给学生。

据有关专家实验：成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间也就
是保持在10~20分钟，所以老师讲课最好在这个时间段要
改变教学方法。
例如：我在上软件课中，老师控制电脑后进行示范操作
尽量不要超过15分钟，然后就让学生练习操作，把前期
需要示范操作的知识分解成若干时间段来完成。这样要
比老师一股脑讲完效果好。如果到后期实训环节，老师
先布置实训任务后，现在不j讲解怎么去做，而是一定先
让学生自己先动脑筋做，老师在学生中间徘徊，发现问
题后，有效评价，通过不断纠错过程，将授课内容呈现
给学生。



（三）延时评价与即时评价相结合，促
使课堂生成。

所谓延时评价即当学生认识产生偏差或遇到疑难时，
老师不立即进行评价，而是让学生在学习中通过自己去
活动、去体验。当学生有了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后，再给
予他一定的评价。通过实际的教学活动，我想延时评价，
尤其适用于在学习相对而言的弱势群体，在对他们进行
评价之前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进行思维，这样
的评价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比当时评价来的更具内涵，更
能触及学生的心灵，从而生成课堂中的沸点。



平面广告的案例分析：

当你的石头如此捆绑冰棒：就是如此爽口 当石头出到Hlunkur雪糕时



如何做好形成性评价



一、形成性评价的定义

形成性评价是相对于传统的终结性评价而言的。所
谓形成性评价，“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
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
展” 做出的评价，是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
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价。其目的是“激励
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
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形成性评
价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体和积极
参与者”。



二、形成性评价的特点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的评价，旨
在确认学生的潜力，改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形成性
评价不单纯从评价者的需要出发，而更注重从被评价者
的需要出发，重视学习的过程，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体
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评价中多种因素
的交互作用，重视师生交流。在形成性评价中，老师的
职责是确定任务、收集资料、与学生共同讨论、在讨论
中渗透教师的指导作用，与学生共同评价。



三、形成性评价分为五个阶段：

１.集体评价

２.自评

３.小组互评

４.老师点评

５.专家评价



１.评价设计作品时，首先应制定相应的标
准。评价标准的制定应当客观、明确，体现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２.评价的标准对于不同的作品会有所不同，
有所侧重。

四、如何做好形成性评价

以设计过程的评价为例



１.根据设计项目，明确评价标准

 题目：以图形创意为主，选择某一社会关注的问题，设计不少3张系列
公益广告，并进行展示.。

 时间： ２０课时

 分值：

 （1）首先对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调研，准确定位广告主题，（10分）

 （2）运用图形创意方法进行创意设计。（30分）

 （3）广告的文字、图形、色彩合理版式设计。（30分）

 （4）电脑手绘制作按要求操作，制作规范标准。（20分）

 （5）公益广告展示效果良好。（10）分



如何进行设计过程的评价？

（1）要把握各个环节或阶段的主要任务
和目标；
（2）注意把握设计过程中各个环节或阶
段之间衔接和协调；
（3）注意阶段性成果的质量。



以社会关注的问题设计过程的评价为例

１.设计主题确定（以集体评价为主）

1组：交通安全； 2组：反腐倡廉； 3组：环保； 4组：保护动物
5组：社会暴力； 6组：预防疾病 ；7组：食品卫生； 8组：健康问题
9组：维护世界和平



2.思维导图（小组评价为主）

反腐倡廉

贪官

百姓稻草人

青铜器

白手套

元宝

手铐

为官之道--正直
之道

平衡称反腐

倡廉



3.设计草图（以自评和老师评价相结合）



4.设计定稿（以小组互评和老师点评为主）



总结：
对设计过程的评价要注意把握各个环节或阶段

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要注意把握设计过程中各个环
节或阶段之间的衔接和协调，要注意阶段性成果的
质量。

对设计过程的评价应服务于完善设计的方案、
促进个人发展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设计过程终结
时的回顾性、反思性评价，而且也包括设计过程进
行之中的即时性、阶段性评价。

对设计过程的评价应寓于设计的全过程。



拓展延伸问题

什么样的作业评价对学生最有帮助？



结论：

要做有效反馈：不仅要告诉他是错了，
而且要让他明白错在哪里？什么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