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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mplate explains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lesson preparation and lecture for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Before having class to prepare for the lessons well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splendid teaching; on having class to talk for the lessons well is the main primary method for splendid 

teaching; filling your heart with emotion as a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splendi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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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上好一堂课”的方法途径，并总结为“备”“讲”“情”：“备”是“上

好一堂课”的基本条件；“讲”是“上好一堂课”的主要手段；“情”是“上好一堂课”的

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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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上好一堂课”既是学生、学校和社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教师自身的职业追

求。虽说教学是一门终将会留下缺憾的艺术，但通过教师努力，可以使缺憾少一点。关于如

何“上好一堂课”很多教师开展过相关的教学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没有形成系统

的理论[1,2]。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现结合自身从教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就如何“上好一

堂课”的途径方法，谈下自己的体会。笔者认为作为高校青年教师要想“上好一堂课”，大

概离不开在“备”“讲”“情”三字上下功夫、做文章。 

2. “备”是“上好一堂课”的基本条件 

“上好一堂课”课前要有清晰明确的教学目标，要有悉心准备的教学内容，要有灵活应

变的教学方法和有条不紊的教学流程，所有这些都需要教师在课前为课堂教学做精心设计和

充分准备——备好课。备课不是简单对教材提前进行熟悉了解，而是一个对教学内容知识整

合、消化、再创造的过程。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备课多花些心思和时间，对上好一堂课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备课呢？有以下两方面是需要我们青年教师为课堂做好准备的： 

2.1. “备”内容 

“备”内容包括备大纲和备教材。通过钻研课程大纲和教材，明确课堂的教学目的，明

确教学任务的轻重缓急和重点难点，只有这样，教学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和重点突出。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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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教师也就清楚了教什么，为什么教的问题。备教材不等同同于备课本，

教材除了课本还包括所有供教学所用的素材。高校教师在课堂上不能简单做课本知识的搬运

工，做照本宣科的“念老师”，照搬课本内容会严重影响学生上课情绪和课堂教学效果。特

别对于高年级的专业课程，课本上的有些知识点是明显老化过时的，这就要求教师要关注专

业前沿动态，及时对不合时宜知识点进行更新替换。同时，教师应该把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专

业动态和案例揉加到课堂教学内容中，这样教学内容既不能漫无边际而脱离大纲，又不囿于

课本。学生专业学习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教师也要适时把课堂讲授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上的

应用及案例穿插到教学中，让课堂知识英雄有用武之地，学有所用，变死的理论为活的知识。

学生通过课堂不但掌握了基础理论，了解了前沿进展，也明白了学有所用，这样讲授内容就

比较全面了。 

2.2. “备”学生 

教学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方面，学生作为教师的教学对象，教师必须

对班级学生情况有所掌握了解。只有了解学生，“备”的内容才能符合学生的认知基础，教

学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教育才能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做到有的放矢。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不能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因为教书不是单向输出行为，是双向互动行为，教师要

根据课上学生对教授内容的情感反馈，及时对教学方法做出调整。针对学生课上看手机、说

话、思想走私等现象，若授课教师不管不顾，一如既往专注于自己的讲课，这样的教学是形

式上的教学，不可能实现预期教学目标。面对课堂涣散，教师应该去了解学生，以平等的姿

态和学生交流，并找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找到症结所在，再对症下药。“备”学生来自

课堂和学生的接触，对学生的了解，更要在课堂外积极拓宽其他渠道，如微信、电话、QQ空

间等都可以成为师生交流的渠道。“备”学生看似对教学无直接关系，好像无关紧要，实则

关系着教学成败。试想若老师连上课班级的班长都不认识，学生连授课老师姓什么都不清楚，

又怎能完成教学的双向互动，又怎么能“上好一堂课”呢。 

3. “讲”是“上好一堂课”的主要手段 

“上好一堂课”是通过课堂讲授来实现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讲授实现的，教学过程本身

可以说就是讲授的过程，可见“讲”对“上好一堂课”有多么重要。如何“讲”课才能取得

好的效果？笔者可以从讲课逻辑和讲课语言两方面来谈一下： 

3.1. “讲”逻辑 

讲课内容应逻辑清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逻辑混乱，内容泛

泛。讲课逻辑是讲什么，也是怎么讲；讲课逻辑是要明确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讲课逻辑是

确定课堂讲授如何开场，如何结束。通过严谨的讲课逻辑，把“内容珍珠”穿成一件精美项

链，把看似无序的知识点连接形成专业理论。纲举目张，有了讲课逻辑就有了讲课的主线，

一方面教师言之有物，一方面学生学习有序，利于“教”“学”。 

3.2. “讲”语言 

教师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是传授知识，更是向学生传授教师的观点和认知，而知

识、观点和认知都需要通过语言来传达，所以与其说讲课是一门艺术，不如说讲课是一门语

言的艺术。教育家苏霍姆斯基认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课堂上学习的

效率”，教学语言对“上好一堂课”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教师授课语言首先应该是自信

的，如果教师本身对所授内容不熟悉，导致话语不坚定，言语无力而犹疑，作为学生怎么能

信服教师？怎么能接受老师的观点？所以教师授课语言应该是充满自信的。再者，教师授课

语言应该是感情饱满的，若教师音调一成不变，声音平淡而不附加情感就像没有变奏的催眠

曲，学生必然容易疲劳而导致思想走私，也难以把握教学重点。情绪饱满而抑扬顿挫的启发

式授课，适时适量加点风趣幽默的语言，会有力调动学生上课情绪，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积极

性，也就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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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是“上好一堂课”的根本保证 

俗话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一行是干好一行的保证，教师行业也

是如此。热爱教学，热爱专业，喜爱学生，喜爱课堂，对职业的认同和感情是“上好一堂课”

的根本保证。笔者认为教学本身不仅需要教师的真才实学，还需要教师的真情实感。这里的

真情实感是教师对职业的情感，也就是教师对专业的情感和对学生的情感。离开教师的职业

情感，教学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4.1. 专业“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吸引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对专业的兴趣，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教师的重要职责。只有教师自己对专业充满了感情，对专业知识传授有强

烈的感情和责任感，那么透过教师充满专业情感的授课，才能培养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很

难想像一个不喜欢自身职业或专业的专业课教师能够上好专业课，所以作为教师也应该有意

识的培养增强自己的专业意识和专业情感，并通过课堂，用自己的专业情感带动感染学生专

业学习的兴趣。 

4.2. 师生“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应该胸怀满腔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爱是教育的灵魂和动力。教

师和学生不是“教”“学”的契约关系，而应建立亦师亦友的和谐师生关系。所谓师者所以

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要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专业，教会学生做人。如果教师自己

教学定位仅仅限于要完成教学任务，以挣工资养家糊口为目的走上讲台，师生之间是不会建

立起来感情的，学生也是难以信其道、信师道的。拓宽联系学生的渠道，要让学生既感到老

师可敬，又感到老师可亲。如此，师生之间顺畅的沟通，紧密的联系会真正有助于实现教学

相长和“上好一堂课”目的。 

5. 结语 

“上好一堂课”，需要课前用心准“备”：是“备大纲”、“备教材”、“备学生”，

“备”是“上好一堂课”的基础。“上好一堂课”需要课上激情“讲”授：是“讲逻辑”、

“讲方法”、“讲语言”，“讲”是“上好一堂课”的手段。“上好一堂课”需要对教师职

业付诸于真“情”： “情”是“专业情”、“职业情”、“师生情”，“情”是“上好一堂

课”的保证。“备”“讲”“情”是“上好一堂课”的三字真经，只要青年教师在“备”“讲”

“情”三字经上多用心实践，即便效果一时可能还不能尽如人意，但已然行进在“上好一堂

课”的正确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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