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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搞好教学工作需要明确的认识问题。 
（一）明确自己的定位；  

（二）明确教学的指导原则；  

（三）明确教学的目标；  

（四）明确学生的需求。  

二、对于一门好的课程的科学理解。 
（一）对课程总体上把握。 

      “运用大纲要准确，内容设计要精良；通
篇布局有重点，表达问题要流畅；语句编排要
精彩，联系实际要恰当；语言表述要利索，时

间把握知短长”。  



（二）对课程讲授程度的要求。 

1、必须“顶天立地”。 

    顶天—授课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功底、丰
富的教学实践基础和一定的教学技能基础 

  之上； 

    立地—充分了解教学对象，激发每一个
人的学习兴趣，使每一个人都学有所获。 

2、必须力求收到全方位的效果： 

     内容上吸引人，情绪上鼓舞人，情感上
感染人，方法上引导人，词句上启发人，语
言上激励人，整体上教育人。 

      



3、把握提高教学效果的底线。 
          一堂课总得让人品出点味道来： 
   不是内容的收获，便是语言的激荡；
不是方法的可取，便是教态的可亲；
不是对道理的领悟，便是对事实的至
信；不是情绪一定的感染，便是治学
态度的印象至深。 

（三）对课程内容的要求 ： 

 
 



   “向哲学要高度，向历史要深度，向前沿学
科要新度，向其他学科要广度，向文学艺术
要精彩度”。 

（四）对教学语言元素的要求： 

   善于运用各种语言元素，如陈述性语言、描
绘性语言、批判性语言、抒情性语言、感召
性语言、讥讽性语言、悲情性语言、欢悦性
语言、幽默性语言等。 

（五）对于一门课是否优秀的考查。 

      



    “教态端正，看清对象，内容丰富，方法 
得当。底气充足，情绪豪放，语句经典， 
表达流畅。条理清晰，重点明朗，简明扼 
要，语言适量。亦庄亦谐，感情激荡，寓 
意深刻，令人难忘。” 
（六）对于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的要求。 

  “标准要高，决心要大，意志要坚， 

功夫要深”。 



1.确立赶超同行的标准，跻身优秀行列； 

2.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 

3.持之以恒，不为任何干扰所动，不可见
异思迁； 

4.每天挖山不止，读、听、看、记、思、
讲有计划、常态化地进行。 

（七）对有助于提升教学水平的相关活动
的认识。 

 



▲除课堂教学本身外，诸如做专题报告、 

会议的重点发言、进行不同场合的即席讲 

话，对某一问题进行点评等，所有与教学 

相关的活动都应当加以重视，不可忽略和 

应付。 

▲教学需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检测、自我 

总结。 

三、搞好教学必须把握的基本环节。 

 

 



（一）教学中教态的表达。 

1、在衣着打扮方面 ，给人以庄重感； 
2、在行为举止方面，给人以神圣感； 
3、在目光的运用方面，“环视”、“注视
” 和“   盯视” 良好地结合； 

4、在表情方面，以喜怒哀乐等情感色彩引 

领着课堂。 

（二）教学中语言的表述。 

    基本要求是准、精、美、活，富有特色。 

 

 

 



（三）教学中课堂气氛的营造。 
 1.要真 ——传授的是科学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求
得真知； 

  2.要诚——表现出自身的治学精神，人格魅力，
传授知识的真诚态度； 

  3.要深——所传授的知识不仅具有广度，更有相
当的深度，包括教师本人的真知灼见； 

  4.要强——表现出自身非同他人的特点 ，具有独
特的强项； 

 5.要活——做到激励、唤醒、鼓舞。 

    “表述上启发思维，表情上启发情感，内容上
启发智慧，风格上启发个性”。 

 



（四）教学手段的运用 

1.多媒体课件制作、运用的要求。 

（1）应遵循的基本要领。 

▲ 科学性，即取材适宜，观点正确、格式规
范；  

▲准确性，课件中所有表述的内容要准确无
误，引用的资料避免争议；  

▲趣味性，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新颖性：设计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进一
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艺术性，画面制作应具有较高艺术含量，力
求令人赏心悦目。  

（2）应遵循的主要方法。 
▲ 数字的运用要规范，题目的层次要分明； 

   比如，数字序号和标点符号的运用，第一层题目须用大

一二三...，后面是顿号；第二层题目用（一）（二）（三
） ... ，后面不加任何符号；第三层题目用阿拉伯数字1
、2、3 ... ，后面是半角的圆点；第四层题目可以是（1
）（2） （3）... ，也可以是①②③... ，后面不能加任
何符号；第五层题目可用英文字母ABC ... ，后面也不必
加任何符号。 

 
 



▲ 每一屏字数要适量，顾及到每一位受众对
象。 

▲  色彩的搭配要鲜明，对比要强烈，使受众
对象一目了然。  

（3）应遵循的运用要求。 
▲ 课件制作完毕后，应到教学现场观察实际
效果； 

▲ 图片、动画、音视频等根据需要边讲解边
出现，切忌将一屏的内容直白地打出来； 

  



▲ 切记多媒体课件只是教学的辅助手
段，不可将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变为
照课件宣读。 

2.板书的设计与运用。 
（1）板书的基本功能。 

         有利于学生情操陶冶，有利于活跃
课堂气氛，有利于学生记忆知识，有
利于知识的深化，有利于教师脑力瞬
时的间歇。 

  
 



（2）板书的基本类型。 

▲ 从黑板的区域划分，包括固定板书和机动
板书； 

▲ 从其功能来说，又分为提纲式板书、对比
式板书、词语式板书、线索式板书、图画式
板书、分析综合式板书等。 

（3）板书的基本要求。 
▲ 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启发性强 ，展示性
突出。 

 



（4）运用板书应注意的问题。 

▲要简洁扼要，不可喧宾夺主、超越讲授；  

▲要完备美观，不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 

▲要有针对性，无谓的东西不可多写； 

▲要抓住机遇，在学生思维的最佳时机提示； 

▲要注意扬长避短，暂时不具备板书完美的条
件，也就不要在学生面前露怯，可在其他环
节上发挥所长，以弥补其不足。 



四、教学中幽默艺术的运用。 
（一）留意幽默的诸多类型和方式； 
   1.妙语连珠式  ；    
   2.恰当比喻式 ； 
   3.生动模仿式 ； 
   4.精准点评式 ； 
   5.歌谣谚语式 ； 
   6.典型事例式。 
 
 
 



 （二）运用幽默艺术应注意的问题 。 

 1. 幽默的恰当性 ； 
 2. 幽默的高雅性 ；  
 3. 幽默的有效性 ； 
 4. 幽默的多彩性。 
五、注重走上课堂前的热身环节，做好
一切准备。 

（一）注重资料的搜集和积累。 
 
 
 

 
  



1.勇于读几本硬书； 
2.肯于读一些必读的书；   
3.尽力读一部分参考书；  
4.利用休闲时间尽可能地读一些闲书； 
5.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阅读与教学内容相关的
重要文章； 

6.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聆听学术讲座、 
专题报告； 
7.充分利用好网络资源，大量浏览网页； 
 



8.重视人群间的交流，获取意外的收获 
9.不可忽视参观游览所得，尽量留意于 
自身需要的知识； 
10.注意所思所想的灵感捕捉。 
（二）备课需坚持了解、阅读、复述、 

默诵、试讲的方法。 

 1、备课中需做到的若干“知道”。 

▲本课程中的原理、概念知道； 

▲本课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知道； 

 
  



▲本课程中的重大事件的梗概知道； 

▲本课程中的重要人物的生平简介知道； 

▲本课程中所涉及的重要数据知道； 

▲本课程教材中所有的思考题知道； 

▲本课程中的公式定理知道； 

▲本课程中所涉及到的典故知道； 

▲本课程中的专用名词、生僻字句知道； 

▲本课程中科学前沿的东西知道； 

▲本课程中有哪些专家、带头人知道； 

▲本课程中所能参阅的报刊、资料知道； 

 

 

 

 



▲本课程中有哪些不同的学术观点知道； 

▲本课程中涉及到哪些网络资源知道； 

▲本课程讲授中学生的需求和可能提出的问
题知道。 

2、备课可提倡演练五遍方可登台的做
法。 

▲对教案、讲稿默读两遍，边看边补充修改
、边记忆 ； 

▲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复述，并根据教学对
象完成构思； 

 



▲脱离讲稿、教案进行默诵，并扫除障
碍，提升熟练程度或加强教学深度、
精彩度；  

▲完成上述环节即可试讲，进行登台前
的实际演习。 

六、努力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过
程的实施。 

（一）必须做到积极努力，尽全力展示自己
的知识面。 

 



1. 努力使教学内容宏观、微观有机结
合； 

2. 有目的地扩充服务于主题的知识。 
3 .努力实现由教材语言向教学语言的
转换。 

▲内容繁多增强条理性；  

▲内容复杂增强概括性； 
▲内容分散增强综合性； 
▲内容俗套增强现实性； 
 

 



▲内容单一增强实例性； 
▲内容抽象增强形象性； 
▲内容乏味增强文学性； 
▲内容枯燥增强趣味性。 
（二）必须把握教学对象的心理需求，善于 

精选教学案例。 

（三）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教学保持 

新颖性。 

（四）必须对所讲内容非常熟练，力争脱稿 

授课。 

 
 



（五）必须特别注重情感色彩的运用，增强教学的 

感染力。 

（六）必须善于总结概括，使内容深入浅出。 

（七）必须对教学内容作出艺术性的加工处理，增 

强教学品味和可欣赏性。 

（八）必须利用好课堂以外的各个环节，使教学得 

以进一步深化。 

1. 任何时候都要以正确的导向来影响学生。 
2. 注重扩大课堂空间，力争扩充学生的知识 
面。 
3. 以自身的良好行为影响学生，真正成为良 
师益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要积极努力就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教师！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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