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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开课是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各级教师培训或教研活动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对 促 进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有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对公开课的特征、功能等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公开课与常态课的特征差异主要表现在教学准

备、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过程及教学效果上。公开课基本的功能表现为诊断与改进功能、示范与展示功能、研

究与推广功能。语文公开课依然存在实践上的误区：过于强调别开生面的文本挖掘，脱离学生认知发展水平；过于注

重教师教学技能的展示，导致课堂学习 主 体 严 重 移 位；过 于 注 重 课 堂 教 学 过 程 的 流 畅，忽 视 学 生 学 习 错 误 的 教 学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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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公开课已

经成为各级教师培训或教研活动的重要载体与表现

形式，也成为各级名师向人们展示其先进教学理念

与高超教学技巧的舞台。几乎可以说，每一个名师

成名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若干节长期为人们津津乐

道的公开课的精 彩 “演 出”。客 观 地 说，名 师 们 的

公开课，对传播课程改革理念，帮助广大一线教师

更好地理解学科教学的本质规律，有效提升教学水

平，确实起到了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
平心而论，由于各级名师本身也处在对教学规律的

持续探索过程中，对教学问题的一些片面化的理解

也有可能体现在公开课的展示过程中，从而对其他

教师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在各级各类

教师教学 竞 赛 中，一 些 经 过 精 心 “打 磨”和 “包

装”的公开课频频登台，其虚假作秀的表演对许多

一线教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误导。因此，有必要对

公开课的特征与功能重新进行审视和判断，并进一

步反思语文公开课实践中存在的误区。

一、公开课与常态课的特征差异

公开课是与所谓常态课相对而言的。因此，要

理解公开课的特征，就必须将它同常态课放在一起

进行深入 比 较。常 态 课 也 被 人 们 习 惯 地 称 为 常 规

课、平常课或家常课等，一部分人认为常态课是学

校教学中，教师按课表进行的日常课，简单地理解

就是 “经常要上的课”。还有人从准备一节课所需

要的时间来定义常态课：用一节甚至更少的时间去

备课，或者形成思路、简案，然后去上课，可以称

之为常态 课［１］。肖 川 教 授 将 “按 照 教 学 计 划 仅 仅

面对学生所进行的教学”称为常态课［２］。
“公开课”，又可称为 “公开展示课”或 “公开

观摩课”，有时也 称 为 “公 开 教 学”。“公 开 课”在

《辞海》中 找 不 到 相 关 辞 条 和 解 释，但 《辞 海》有

“公开教学”一词，其解 释 为 “公 开 教 学 即 观 摩 教

学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３］ 《教育大辞典》对

“观摩教学”的阐述是 “教师间有目的地互相听课

的活动，用以对教师的教学质量作出评定；对某一

教学专题开展研讨或推广先进教学经验。可通过日

常 听 课、示 范 课、教 学 专 题 研 究 课 等 形 式 进

行。”［４］ 《教育大 辞 典》关 于 “观 摩 教 学”的 解 释

明确指出了观摩教学的示范和研究功能。
北京师 范 大 学 教 授 裴 娣 娜 指 出，公 开 课 始 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当时开设公开课的目的和

对象都很明确，即请中小学骨干教师、特级教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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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院校学生作学科教学的示范课，属于职前培训

的性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初，公 开 课 走 入 中 小 学，
成为了中小学教师从事课堂教学研究的一种观摩、
交流形式。公开教学 又 称 “观 摩 教 学”，是 教 学 的

一种特殊形式，为供教师与有关人员观看、聆听并

进行评析的教学活动。其目的为探讨教学规律，研

究教学内容形式、方法和评价，或推广教学经验，
进行教学改革试验。［４］

在学术界，对于 “公开课”的本质认识见仁见

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个：一是认为 “公
开课是一种教师专业活动形式”［５］；二是认为 “公

开课是 一 种 教 学 研 究 或 评 比 活 动”［６］；三 是 认 为

“公开课是一种教学观摩和交流形式”。［７］

这些对常态课和公开课的认识或描述似乎还不

能完全揭示其内涵与特征。作为教学活动最基本的

表现形式，常态课和公开课当然有很多本质上共通

的地方，比如，两者都要引领学生分享人类已有的

认识成果，都要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都要帮助学

生获得全面成长。在教学指导思想上都强调面向全

体学生，全面发展学生的各种能力，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等。在教学原则上都应当遵循目标导向

性、主体性、面 向 全 体、知 情 并 重、开 放 性 等 原

则。但是，毋庸讳言，常态课和公开课也有明显的

特征差异。在笔者看来，常态课与公开课在基本表

现特征上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常态与非常态的教学准备。教师针对常

态课备课时所进行的教学准备一般也是常态的教学

准备。所谓常态的教学准备，就是教师在准备一节

课时，所利用的教学资源和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与平

时大体一致。从教师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来说，准

备一节课的时间是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丰富，教学

艺术的不断成熟而呈现出逐渐缩短的态势的。在达

到大致相同的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年轻教师准备一

节课往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占有较为丰富的教学

资源，而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或优秀教师准备一节课

的时间相 对 较 短，对 教 学 资 源 的 需 求 量 也 相 对 较

小。但一般来说，教师准备一节公开课的时间就比

准备一节常态课的要长出很多，而且往往要查找比

平时多几倍的资料，花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来反复

斟酌，仔细打磨。
第二，常态与非常态的教学内容。教师上常态

课时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基本是被动的，没有多少选

择的余地。换句话说，常态课准备的也往往是常态

的教学内容。所谓常态的教学内容，一是指教师按

照教学计划的自然进度来准备和实施教学，“粗粮

细粮都得吃”“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二是指对教

学内容的处理原则主要是依据整体的教学计划和进

度安排，一般不会为了 “展示”教师的精彩而刻意

增加某个知识点或训练点；而执教公开课的教师在

选择教学内容时，往往会回避自己不够熟悉的教学

内容，或者不太适合 于 “精 彩 表 演”的 教 学 内 容，
而是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拿手的教学内容来教，或

者在教学内容中刻意增加一些便于 “出彩”的知识

点或训练点。一些名师在全国到处展示某些特定内

容的公开课，“一招鲜，吃遍天”，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常态与非常态的教学环境。所谓常态的

教学环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常态课的物

理环境，就是指常态课的教学一般是在和平时一样

的物理环境下进行的，所用的教室、教具及其他教

学设备和平时的教学毫无二致；二是指常态的心理

环境，就是指学生在上常态课的时候，由于上课的

教师就是自己的任课教师，教室里也没有其他听课

者，学生的心理处于平静状态之下，其对教师的心

理期待，学习的兴趣，表现的欲望等等，都接近于

平时上课的一般心理状态。如果说常态课的教学是

处在一种常态的教学环境中的话，那么，公开课的

教学就是处在一种非常态的教学环境中。从物理环

境看，公开课至少要在容纳人数较多的多媒体教室

上课，甚至要搬到礼堂、剧院上课。这种物理环境

的变化与反差必然会对学生的学习心理与学习效果

产生影响；从心理环境看，在很多公开课上，学生

面对的是陌生的教师，教室里还会有很多前来观课

的 “观众”，学生的好 奇 感，学 生 对 教 师 的 心 理 期

待，学生的表现欲望等普遍会得到强化，学生的心

理状态会比平时亢奋许多。这种相对亢奋的学习心

理状态，也 必 然 会 对 学 生 学 习 效 果 产 生 一 定 的 影

响。
第四，常态与非常态的教学过程。常态课与公

开课在教学过程方面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但还是

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常态课的教

学过程的设计，主要的着眼点是学生的学习结果。
换句话说，教师在设计常态课时，主要是关注学生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在知识的积累，思维的锻炼，
能力的提升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等方面有多

大的发展；而公开课的教学过程设计，除了考虑这

些因素之外，往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

如何在课堂教学的展示过程中，将执教者的教学素

养和教学艺术尽可能展现在听课者的面前。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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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公开课除了考虑教学的实际功效之外，还要考

虑教学技能与教学方法的示范性。出于这种需要，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公开课的教学中，教师往往

会将自己教学艺术中最大的 “闪光点”通过特定的

教学环节设计尽可能展现出来。公开课中名师们的

一些 “表演”的成分，与其教学设计过程中的这种

特定的考虑不无关系，但也往往因此而受到人们的

诟病。
第五，常态与非常态的教学效果。由于前述几

个方面的差异，常态课与公开课的教学效果也就会

相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是：
在常态课上，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基本上表现为一种

常态结果，具体来说：一是学生学习结果往往呈现

出正态分 布 的 特 点，大 部 分 学 生 能 够 达 成 学 习 目

标，少部分学生可能超越学习目标，还有少部分学

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学习目标；二是学生在课堂上

的学习状态表现一般，学生面对习以为常的课堂，
会出现各种纪律上的、规范上的问题。而在 “公开

课”上，学生的学习期待、学习兴趣、学习纪律一

般都会优于常态课，特别是当学生得知即将给他们

上课的老师非常有名望时，他们就会异常兴奋，他

们表现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学生因此而变得异

常活跃，课堂因此而变得异常热闹，因而学习的效

果也往往会比常态课的学习效果更好。

二、公开课的基本功能

结合学术界对公开课的内涵的认识以及前文对

公开课与常态课的特征差异的分析与描述，笔者认

为，公开课作为当下教学实践中的一种特定形态的

教学活动，有必要对其功能进行梳理与澄清。
公 开 课 的 功 能 表 现 往 往 由 于 公 开 课 的 目 标 定

位、执教者的身份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

异性，一般来说，公开课的基本功能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诊断与改进功能

公开课的诊断与改进功能更多地是年轻教师在

其专业发展 的 初 级 阶 段 执 教 的 公 开 课 上 表 现 出 来

的。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在其专业发展过程中，课

堂教学艺术的不断提升有很多途径。其中最有效的

途径有两个，一个途径是教学反思，正如叶澜教授

所说， “一个教师 写 一 辈 子 教 案 不 一 定 成 为 名 师，
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的教学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

师。”另一个途径就是公开课。许多学校都明确规

定年轻教师要在其专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节点执教

公开课，一方面是为了向大家展示年轻教师的教学

功底和教学艺术，但更为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公开课

的评课活动，诊断出教师教学理念与方法方面存在

的问题，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从而更有效地促进

年轻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获得专业上的进步与成

长。
（二）示范与展示功能

公开课的示范与展示功能更多地是在名师们执

教的公开课上体现出来的。所谓示范与展示功能就

是指公开课作为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艺术成熟的名

师们的 “舞台”，可以 将 其 先 进 的 教 学 理 念，娴 熟

的教学技能，高超的教学艺术尽情展示出来，给其

他一线教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对教师的教学活动

来说，很多人可能在心里明白了某个教学原理或方

法，但苦于无法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在这个

时候，如果有一节名师的公开课恰好集中的体现了

这种教学原理或方法，就会使听课的老师产生一种

“醍醐灌顶”的彻悟 感，促 使 自 己 的 教 学 “柳 暗 花

明又一村”。当年于漪老师在上海执教公开课 《海

燕》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集中体现了公开课的示

范与展示功能。
当然，我们说公开课的示范与展示功能更多地

集中在名师们的公开课上，并不意味着其他教师的

公开课不具备这种功能，因为名师也是从普通教师

成长起来的。很多教师在其教学艺术达到成熟阶段

的时候，正是通过公开课的展示，使自己的教学艺

术得到大家的认可，从而跨入名师的行列。
（三）研究与推广功能

公开课的研究与推广功能更多的是在某种教学

理念或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应用的

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教学实践的不断发展中，许

多教师经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

学理念或教学模式，要将这种教学理念或教学模式

推广开来，使其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除了理论上

的宣传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开

课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仅以语文学科为例，远

的像李吉林的 “情境 教 学 模 式”、钱 梦 龙 的 “三 主

四式语文导读法教学模式”、魏书生的 “自学六步

法”教学模式、洪镇 涛 的 “语 感 教 学 模 式”，近 的

像黄厚江的 “本色语文教学思想与模式”、董旭午

的 “生活化语文教学 思 想 与 模 式”、余 映 潮 的 “板

块式语文教学模式”等，正是创造这些模式的教师

在全国各地通过 “公开课”的展示，才使得这些模

式的影响力得到逐步的扩展与推广。因此，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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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与推广功能的发挥，对于进一步深化对学科

教学本质规律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教

学原理与教学模式，有效指导学科教学实践，提升

教学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语文公开课实践的几个误区

公开课具有自身特定的实践表现特征，也具有

其特定的 教 学 实 践 功 能，所 以 历 来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公开课的理解和公

开课的实践也存在一些误区，并因此影响到了公开

课正面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

导向作用。以语文学科为例，在公开课的实践中主

要的误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于强调别开生面的文本挖掘，脱离学

生认知发展水平

《义务教育语 文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１版）》明 确 指

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

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

解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

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

价值取向，……同时也要尊重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

中的独特体验。”课标提出这样的理念，本意是为

了克服以前 语 文 教 学 中 长 期 存 在 的 依 照 教 参 结 论

“强制性一元解读”带来的弊端，使学生的个体生

命经验进入文本解读的过程，增强文本解读过程中

的多元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文

本的多元解读必须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相适应，而不

能脱离学 生 实 际 的 认 知 水 平。在 现 实 的 教 学 实 践

中，一些名 师 的 公 开 课 为 了 凸 显 所 谓 多 元 解 读 的

“亮点”与课堂 “特色”，往往脱离学生现实的认知

水平与生活经验，过于强调那种 “别开生面”的文

本意蕴的挖掘，结果往往弄得学生一头雾水。在这

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某位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执教朱

自清 《背影》一文时 的 “过 度 阐 释”。这 位 名 师 在

执教 《背影》一文时，脱开了人们对本文主题共有

的认知结果———表现父子情深的亲情之爱，而是极

力引导学生要从文本中挖掘出作者所谓的 “生命意

识与死 亡 意 识”，认 为 本 文 表 现 的 不 是 “父 与 子”
而是 “生与死”。笔者认为，作为读者个体，这位

名师如何解读 《背影》的主题是他个人的权利，他

完全有理由对经典作品作出他认为合理的阐释。但

是，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

引导学生在自己生活经验和生命感受的基础上完成

对作品的理解。学生现实的认知发展水平，学生特

定的生活经验与生命感受是理解文本的最重要的基

础，只有认识到并尊重这个基础，在教师引导下的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才能落到实处，而不至于 “临空

蹈虚”，不着边际。就 《背影》这篇经典散文来说，
学生现有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决定了他们在理解

所谓 “生命意识”“死亡意识”上必然会存在不小

的障碍；而相对于所谓 “生命意识” “死亡意识”，
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对文章中表现出的父子

之情，显然更容易理解，也会产生更强的亲切感与

认同感。这种脱离学生实际认知水平和生活经验，
过于强调对文本意蕴别开生面的挖掘的现象，虽然

还不是非常 普 遍，但 由 于 名 师 公 开 课 的 “光 环 效

应”，已经产生了一定 的 不 良 影 响，值 得 警 惕 与 反

思。
（二）过于注重教师教学技能的展示，导致课

堂学习主体移位

在一些名师们的公开课中，出于发挥公开课示

范与展示作用的需要，课堂往往成为名师们展示各

种教学 “秘笈”与 “绝 招”的 舞 台。擅 长 导 入 的，
会设计和展示各种 “曲径通幽”、别开生面的导入

语，让听课的老师自叹弗如；擅长诵读的，会利用

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声情并茂地示范诵读，使听课

的老师 “如听仙乐耳暂明”，对执教者的诵读功夫

佩服得五体投地；擅长分析的，会尽情展示其精致

细微分析文本的能力，忽而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忽而鞭辟入里，妙语如珠，忽而当头棒喝，醍醐灌

顶；擅长煽情的，会尽情展示其催生学生情感波涛

的魔力，一会儿声嘶力竭，一会儿金刚怒目，一会

儿声泪俱下，一会儿破涕为笑，……如此等等，不

一而足。不错，这些名师们的教学功底和教学艺术

确实深厚 高 超，也 能 够 为 听 课 的 教 师 带 来 美 的 享

受，并让他们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和借鉴一些必要的

教学技巧。但问题是，当教师在公开课上的展示欲

望过于强烈，甚至于将课堂错当成演出的舞台时，
在不知不 觉 之 间，课 堂 的 性 质 已 经 悄 然 发 生 了 改

变，学生学 习 的 主 体 地 位 已 经 发 生 了 严 重 的 位 移

———由学习的主人变成了教师的配角，变成了教师

表演舞台上 “跑龙套”的角色。这样的课，还是真

正意义上的语文课吗？

（三）过于注重教学过程的流畅，忽视学生学

习错误的教学价值

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通过教学

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催生学生语文学习行为与学习效

果的变化：由不知到知，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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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懂到懂，由理解肤浅到理解深刻。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学习错误，有知识

上的错误，有理解上的错误，有方法上的错误……
学生学习 上 的 这 些 错 误，既 是 教 学 过 程 的 常 态 表

现，也是教学活动赖以有效进行的宝贵资源。正是

因为有了这些错误，教师才能把握学生学习的状态

和水平，也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或矫正这些错

误。这些错误被解决或矫正的过程，也正是学生产

生实质性的学习行为的过程。但在某些教师的公开

课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教师的教学环节非常紧

凑，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教师每提出一个问题，就

会有学生应声作答，而且学生的答案几乎就是 “标
准答案”。对于这样的公开课，笔者只有两个解释：
一种可能是教师严重低估了学生的学习准备水平，

整个教学目标定位过低，学生甚至不用踮一下脚尖

就能摘到桃子；第二种可能是这节公开课已经经过

了若干次的彩排，现场的展示只不过是彩排之后的

正式演出而已。第一种情况还有情可原，若是第二

种情况，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不仅在愚弄听课

的老师，同时也在愚弄学生的智力和人格，浪费学

生的时间和生命。
这些语文公开课实践中的误区，已经并继续产

生着不良的影响，应当引起研究者和广大教师的警

惕，并在正确认识语文公开课的基本特征与功能的

基础上擦亮眼睛，拨云见日，驱除公开课中的 “劣
币”，使语文公开课回 归 其 本 来 应 有 的 面 目，发 挥

其应有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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