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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听评课对象 

所有实际承担了教学任务（包括理论和实践课）的专任

教师、兼课教师和外聘教师。兼课教师和外聘教师根据任教

课程类别，由相应教学部门统筹安排到对应的教研室。 

二、 听评课人员 

1、所有校内任课教师（校内兼课教师视同为相应教研

室的专任教师参加听评课）。 

2、所有校领导。 

3、各教学部门负责人，包括院长、书记、教学副院长。

教学科、学生科负责人及专职辅导员。 

4、教学管理与学生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正副职）。 

5、专兼职督导人员。 

三、 听评课的组织与任务要求 

1、听评课以教研室集体听评课或随机听课的方式进行，

每学期应安排对每位任课教师听评课不少于 1节。 

2、校内任课教师（含院部级督导）每学期参加听评课

应不少于 8节、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参加听

评课应不少于 4节；教学部门负责人、教学科、学生科负责



人及专职辅导员每学期参加听评课应不少于 8节；校级专职

督导每学期参加听评课不少于 150 节；校级兼职督导每学期

参加听评课不少于 96 节，不高于 150节。 

四、如何听课？ 

——一听二看三记四思考。 

●一听 

1、听教师的“教”——重点关注 6 个要素 

（1）听教师设计了哪些教学目标？这些目标在教学过

程中是如何实现的？ 

（2）听教师采用了哪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3）听教师创设了哪些教学情境？结合了哪些生活实

际？ 

（4）听教师补充了哪些知识？巩固了哪些知识？ 

（5）听教师培养了学生哪些方面的技能？达到了什么

地步？ 

（6）听教师渗透了哪些教学思想？是否注重了教书育

人？ 

2、听学生的“学” ”——重点关注 4 个要素 

（1）听学生是否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

中？ 

（2）听学生是否在教学活动中做出积极的情绪反应？ 

（3）听学生是否乐于参与思考、讨论、争辩、动手操



作？ 

（4）听学生是否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 

●二看 

1、看教师 

（1）看教师的精神是否饱满？教态是否自然亲切？ 

（2）看教师板书是否工整？设计是否合理？ 

（3）看教师运用教具是否熟练？教法选择是否得当？ 

（4）看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是否得法？ 

（5）看教师实验安排是否合理？操作是否规范？ 

（6）看教师对学生出现问题的处理是否巧妙？ 

2、看学生 

（1）看学生听课状态是否情绪饱满、精神振奋？ 

（2）看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是否积极配合？ 

（3）看学生对所学教材是否有预习痕迹？ 

（4）看学生注意力是否集中、思维是否活跃？ 

（5）看学生举手发言、思考问题的情况？ 

（6）看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 

●三记 

（1）记教学环节 

（2）记师生活动 

（3）记语言评价 



（4）记时间分配 

（5）记课堂板书 

●四思考 

（1）要思考，本节课教学目标和要求是如何实现的？ 

（2）要思考，本节课是否突出了重点？强调了难点和

关键点？ 

(3)要思考，本节课教学过程是否完整？板书设计是否

规范合理？ 

    (4) 要思考，如果我是学生，是否理解了掌握了本节课

教学内容？ 

    (5)要思考，本节课是否反映了任课老师的实际水平？

如果没有听课者，教师是否也会这样上课？ 

    (6)要思考，本节课任课教师的亮点是什么？还有哪些

改进建议？ 

五、怎样评课？ 

——八个角度。 

1、评课堂结构:即看整个课堂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环节

是否具备。 

2、评教材处理:即看教学目的是否明确、全面、有针对

性、导向性；教学重点是否把握准确，难点是否得到突破；

教材组织、处理是否精心。 

3、评时间分配:一节课 45 分钟，观察整节课时间安排



是否科学。 

4、评教学方法:观察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单调或多样，

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 

5、评学生参与:教师的讲解无法代替学生的自主学习，

评课时还要注意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多少、参与程度的高低。 

6、评目标达成:即评这节课教学目标有无实现或基本完

成。 

7、评教学效果:即看课堂教学是否高效有序；学生思维

是否活跃；课堂气氛是否热烈。 

8、评教师基本功:即看教师普通话是否标准；板书是否

规范；教态是否自然；教学思路是否清晰；调控课堂的情况

如何；学科知识有无错误；实验、操作技能和现代化教学手

段等。 

六、听评方法。 

——八步听课评课法。 

第一步：带着任务严格评。 

即课前检查教学文件，课中记录教学过程，课后交流、

沟通；做到：“亮点找足，建议找准”。 

第二步：坚持客观公正评。 

做到：5 个坚持“客观、公正、督促、激励、指导”去

听课评课。 

第三步：牢记职责全面评。 



做到：评教师又评学生还评管理。 

第四步：理顺关系认真评。 

1、理顺督与导的关系 

在督导工作中，督与导密不可分，要做到：“督导结合，

以督促导；督中有导，以导为主。”因此，在督导过程中，

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共赢”的督导理念，把教师看

成是有着巨大潜力的宝贵资源，与教师、学生互相协作，良

性互动。去听课去评课，从而也使被督者心悦诚服的接受指

导，变“被动被督”为“主动受督”。 

2.理顺督教、督学与督管的关系 

教学活动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双向活动”，表现

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一种互动关系，一种沟通合作关系。

教学不光是教师的教，重要是学生的学。所以，教学督导既

要督教，更要督学。 

课堂教学督导不能光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以教论教；更

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学论教。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

教学活动应当以学生为主题，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根本。这

才是教学督导的最终落脚点。 

在教学督导工作中，“督教”是前提，“督学”是根本，

“督管”是基础。前提和基础工作搞好了，才有可能突出根

本问题。所以，必须坚持“督教”、“督学”、“督管”相结合，

进行和谐督导。通过督教来夯实和巩固教学基础，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通过督学发现不足、

促进教学改革，带动教学管理，创新教学模式；通过督管来

更新管理理念，转变管理方式，改进工作内容，以适应和推

进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 

第六步：带上愿望积极评     

带上一个愿望——就是带着发现好的教学典型和总结

成功经验的良好愿望，去听评一节课。 

第七步：实现目标专心评 

实现一个目标——就是把帮助和指导教师改进教学，以

提高教学质量作为督导的目标。 

第八步：完成任务择优评 

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让优秀教师出彩，让合格教师成

为优秀教师，让不合格教师成为合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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