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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怎样上好一节课这个问题：教学风格———知
行合一有利于受学生欢迎的课堂教学风格的养成；影响课堂教学风格养成的六个因素

分析；教师如何养成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知行合一、学而不厌；教师怎样上好一

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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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风格———知行合一有利于受学生欢迎的课堂教学风格的养成

雨果说：“风格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没有风格，你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掌

声、花冠、众人的陶醉的欢呼，可是你得不到真正的荣誉、真正的桂冠。作为一门科学，

教学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而作为一门艺术，教学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教学风格

是教师在某些特定的教育价值系统影响下所做出的一系列行为”①。

二、影响课堂教学风格养成的六个因素分析

教师的课堂教学风格是经过长期的探索而逐步养成的。一般来说，影响教师课堂

教学风格养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心理因素

影响教师养成教学风格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一般认知特征、意向特征

和个性特征。具体内容主要有：教师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准确清晰的记忆力；多方

位立体的思维能力；稳定而较强的注意力；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愉快的心境和良好

的性格。

（二）知识因素

知识因素主要是指教师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从事专业活动的专业知识。要求教师

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既要广泛涉猎，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又要求教师有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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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知识，因为教师主要是从事专业教学活动的，只有专业知识达到精深，讲起课来

方能居高临下，运筹帷幄，方能引导学生向学科的深度进军。

（三）能力因素

能力因素是指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保证活动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心理特征。影响

教师养成教学风格的能力因素主要有全面掌握和善于运用教材的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表达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和非语言表达能力）、灵活应变的教育机制、自我控

制能力、了解研究学生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能力、教育科学研究能力和

社会交往能力等等。

（四）经验因素

教学经验是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有关教与学的感性或理

性认知和处理教学问题的行为方式。教学经验的积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

的因素是教学年限。一般说来，教学年限长的教师，教学经验比年限短的教师相对丰

富些。教学风格的养成与教师教学经验丰富程度有关。但是，有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不一定就能养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因为教学风格是教学艺术成熟的标志，仅靠经验是

不够的，还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体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教学个性和对教学艺术的不断追

求与探索，最终养成自己独特的课堂教学风格。

（五）主观因素

在教师养成教学风格的内部因素中，除了知识因素、能力因素、心理因素和经验因

素外，教师的主观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对教学艺术、教学风格的执着追求和努

力探索是养成教师教学风格的最活跃的因素，对教师教学风格的养成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没有执着的追求与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不可能养成自己独特的教学

风格。清醒的自我意识和顽强的科学研究精神，是教师养成教学风格的必备条件。只

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与创新，注重反思教学，及时总结，不断积累经验，才能逐步

养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六）外部条件因素

教师教学风格的养成除了需具备上述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也是制约教师教学风

格养成的重要条件。影响教学风格养成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传统、时代要求和教学

内容、学生实际等。

当代社会，一方面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要求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因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养成了各种教学风格。教学内

容也是影响教学风格养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说来，理科的教学内容倾向于“理智

型”的教学风格，文科的教学内容倾向于“情感型”的教学风格，同样，学生实际情况不

同，教师的教学风格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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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如何养成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知行合一、学而不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教师从开始从事教学职业的无风格教学到

逐渐成熟，养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一般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其间最重要的是要坚持

知行合一、学而不厌的精神。

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朱熹，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对如何读书和

做学问，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朱熹认为，读书做学问即“致知力行”。他说：“未知

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子语类》卷二○）这一解
释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更接近于学习的本义。在朱熹看来，学习既包括“求知”，也

包括“求能”，既包括“学”，也包括“习”；既包括“致知”，也包括“力行”。“致知力行，

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２００９年５月２日上午，胡锦涛来到中国农业大
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在讲话中，他希望同学们“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

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为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胡锦涛在人

才的前面加了个定语：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一个具有５００年生命和几千年历史
的传统词汇，但其在改革开放３０年后，第一次出自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口，令人耳目一
新！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所知道的东西，就应当比他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多１０倍，
多２０倍，以便能应付自如地掌握教材，到了课堂上，能从大量的事实中挑选最重要的
来讲。陶行知先生也说：“惟其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如果天天卖旧货，索然无味，

要想教师生活不感到疲倦是很困难的了。”又说：“所以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

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孔子说过一句名言：“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实际上，“知之”可以导致“好之”，“好之”可以导致

“乐之”。

四、教师怎样上好一节课

（一）备课———寻找激发兴趣的切入点

找准切入点，需要在分析教材、研究教材的基础上，重组教学内容，确定好教学的

主题，从点入手，以点带面。带动整节课的教学，既节省时间，又能突出重点。从而击

中兴奋点，让学生的情感和教材的情感融在一起。为此，教师应善于在教学中有效地

触发学生情感的兴奋点，给教学创设良好的氛围。同时寻求发散点，教师应善于打开

学生思维的空间，在教学中进行有效的思维发散。发散训练既让学生深深感受了情

感，突出了教学的重点，又让学生感受到了心理活动这样的特点。

（二）授课———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要使学生形

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教师首先要为他们创设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调动能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一切积极因素，把紧张、枯燥的学习过程变为愉快的学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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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把教学变为学生富有创造性的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从而树立起强

烈的自信心和求知欲。因此，在教学实验中，我们应尽可能带领学生在学习中寻找快

乐，在快乐中学习。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自主

的实践中趣味盎然地学习，获得成功的愉悦，培养自尊和自信。教师让学生自由交流，

展示自己课前准备的图片、资料等，学生积极性就会非常高。如果学生能在宽松的氛

围中展示自己的学习收获、学习成果，他们会学得特别兴奋和激动。课堂中，教师再给

学生以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让他们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学习伙伴、学习方式，

效果自然要好。

（三）教学语言———课堂的通行证

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交际工具，也是人们最常用的表达工具。掌握好这个

工具，对于利用课堂来传播知识、教育学生的教师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著名教育

学家夸美纽斯说：教师的嘴，就是一个源泉，从那里可以发出知识的溪流。这句话，隐

含了课堂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常见这样的教师，他们的专业知识造诣很深，但因不善

于口头表达，常常使听者大失所望，这说明教师的语言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师生

在课堂上进行脑力劳动的效率，即课堂语言的恰切使用实为开发学生“非智力因素”

的要素。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日渐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试着将之具体为知

识性、趣味性、激励性和凝练性四个特征。

课堂语言的知识性：韩愈早在《师说》中就提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尽管这

句话的内涵到今天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以为，能否真正给学生传授知识，始终应是

检验一堂课优劣的重要标准。课堂语言的趣味性意味着：作为一个教师，其课堂语言

仅具高度知识性和大容量性是不够的，若遇到“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情形，原本预

期的效果便于无形中大大削弱了。课堂语言的激励性意味着：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

师在将书本知识和教学用语融合成课堂语言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努力发挥其激励学

生更积极主动地学习、掌握知识的功能。课堂语言的凝练性意味着：要让学生从教师

精练的课堂语言中很容易地把握住每句话、每节课的重点，更好地领会教师的意图。

（四）热情———注入人生不竭的动力

热情是一种精神，是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能量自觉发挥出来，去完成自己内心渴

望的既定目标的行为。伟大人物对使命的热情可以谱写历史，普通人对工作的热情可

以改变自己的人生。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曾写道：没有热情是干不成大事业的，热情的

付出与成功的收获成正比，有志者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总是怀有极大和持久的热情，

所以他们能够成功。有些人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把全部的

工作热情发掘出来并使其持续发挥作用。不论是谁要想事业获得成功，首要的是对事

业充满无限的热情，带着热情去工作。因此，激情是一切风格之母。教师没有对事业

的执着的爱，进行只有技巧而无感情的教学，顶多只能成为教书匠，成不了教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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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家孙犁说过：“风格的养成，带有革新的意义。”又说：“创造一种风格，是在艺术

的园林里栽培一株新树。”创造一种教学风格，也是在教学艺术的园林里栽培一棵新

树，教学风格的养成，标志着教师教学艺术的成熟，因此，知行合一、学而不厌，从社会

实践中汲取各种营养成分是一切有志于教育事业的教师孜孜以求的。全面的理论与

实践营养将会使教学风格之树茁壮成长。教学风格的养成要求教师必须要有清醒的

自我意识，而知行合一、学而不厌有利于教师对自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自己，

方能认识人生”。

（五）多闻多问多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学无止境，虽已成为教师，但在教学生怎样去学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自己仍需要学

习充电。“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样的要求早已经跟不上教育的发展

了，教师应有源源不断的溪水。现在的学生见多识广，思维活跃，需要问的问题特别

多，因此，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广泛涉猎，成为学生的崇拜者，做个学生问不

“倒”的教师。另外，我们要讲好课，让学生喜欢我们的课堂，只有多读书，多学习，才

能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教材只是工具，教师只有拥有渊博的知识时，才有可能深入

浅出地将死板的教科书变成激发学生兴趣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效途径。而这些需要教

师广泛涉猎知识，可以从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杂志等搜集有用的信息，并加上自己

的理解分析，形成教案，讲授给学生听。一桶水如果不添加，也有用尽的时候。所以，

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时刻不忘学习，不忘读书，以广博的知识育人，以高尚的情操影响

人，以执着的信念引导人，在完成教育教学使命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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