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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新时代师范生的实践教学水平，达到以赛促练的目的，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受到全国各个师范

院校的重视。通过整理近三年(2019~2021年)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的情况可分析出：竞赛选手在

思维、专业基础知识、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竞赛组织工作中也

存在竞赛制度、赛点选拔、时间安排与教学辅助等层面的不足。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选手层

面和组织层面提升师范生实践教学水平的建议，并基于此对高校的师范教育进行如下反思：其一，健全

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培养优秀教师；其二，加强师范生基础知识学习，提升核心素养。上述问题分析

和建议为全面提升师范生实践教学水平的提供了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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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tionwid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test of teaching 
skills for Normal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students’ practical teaching level as well as 
promote practice. From Hunan contest of teaching skills for normal student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2019~2021), it can be seen that some contestants have problems in thinking, basic profes-
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also has 
shortcomings in competition system, match point selection, time arrangement and teaching assis-
tance. These problems are deeply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evel of normal students at the level of players and organiza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is, 
the norm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First, improve the teach-
ing skills of normal students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eachers. And then, strengthe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normal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ore quality. To sum up, the problems and sugges-
tions above can provid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evel of norm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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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提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师范生作为“好老

师”的后备力量，“是否具备合乎要求的教学能力也成为了其能否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关键”[1]，因此

提高师范生的教学技能尤为重要。在此时代要求下，全国各省都会举行相应的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从

多个层面考察师范生课堂教学水平，如：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考察“教学设计、课件制作、说课、

模拟上课•板书、即席讲演”[2]五部分；浙江省竞赛主要考察“即席讲演、模拟上课、现场答辩”[3]三
部分；河南省竞赛主要考察“说课、答辩和才艺展示”[4]三部分。这类比赛通过以赛促练的方式，达到

锻炼师范生的教学技能水平的目的。以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为例，其考查内容分为教学设计、教

育问答、片段教学、板书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五大模块[5]。这五大模块又可以进一步概括为选手的综

合素质和教学实施两个层面。以历史学专业为例，具体从竞赛选手的表现、竞赛组织和高校师范教育方

面分析近三年(2019~2021 年)湖南省师范教学技能竞赛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2. 对竞赛选手的问题分析与建议 

教学竞赛的目的就是促进参赛者实践教学水平的提升，以竞赛所考察的综合素质与教学实施两个角

度为切入点，分析出竞赛选手在竞赛中有以下不足：其一，教育问答过于模板化；其二，课堂教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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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优导致的“填鸭式”教学；其三，教材文本内容解读不够深入；其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单一；其

五，板书与多媒体运用配合度不够。针对这五个问题进行反思，提出提升师范生实践教学水平的建议。 

2.1. 广泛阅读实战教学案例，解决教育问答模块中的“模板化”问题 

竞赛中的教育问答部分重在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这部分跟教师资格证面试中的结构化问答相似，

主要考察师范生的语言表达、处理突发事变等能力。在竞赛中发现，大多数比赛选手会套用问答模板，

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回答既生硬又不符合实际，虽挑不出大错但过于冠冕堂皇。有些选手还会生

搬硬套一些教育学家的名言，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教育问答过于模板

化，无法体现出教师随机应变的教育机智。 
针对这一现象，建议师范生利用空余时间阅读资深教师的教学日记、班主任日志或教学反思中的实

战教学案例，从中汲取经验，形成自己的思维。师范生也可以深入学习中外著名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

从其思想经验中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感悟思想背后关于教育本质的解读。上述方法利于选手在回

答教育问答时打开思路，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有深层次的认识，找到各个问题的个

性与共性，对症下药，为将来走向一线教学做准备。 

2.2. 掌握学生的知识面和心理特征，解决因课堂教学预设不优导致的“填鸭式”教学问题 

教学实施层面的考察内容之一是课堂教学设计。它是备课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做好教学预设是顺利

实施课堂教学的一个关键要素。教学预设是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对课程有目的有计划并保证顺利实施的

重要部分，预设中的核心是教师预设学生学习的接受能力和可能作出的反应[6]。例如：上课时提出的问

题学生可能给出的答案、上课时学生突然提出的问题……在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许多选手教

学设计预设欠妥。由于竞赛选手对中学生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因而在上课过程中经常提出过难或过

简单的问题，如：比赛选手在教学中整堂课提出一些可以在教材上直接找到的问题，或者提出学生无法

从教材中推理总结的一些问题，这显然不符合教学实际。由于选手本身缺失实战的经验，面对非预测的

状况，只能强行按自己的设计完成教学任务，导致课堂整体上呈现不够流畅或者机械的“一问一答”、

“填鸭式”教学。 
建议师范生在教学设计技能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对学生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预设。准确合理的预设

需要对教材文本熟悉、清楚了解中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作为相对缺乏实战的“新兵教师”，一

方面应提前熟悉和掌握教材基本内容，做到运用自如，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也必须研究中学生学习特点，

了解真实的课堂教学，可以通过与一线中学老师交流或代入学生视角，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和提出问

题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中学生学习心理，从而让教学预设更为自然合理，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2.3. 扩宽知识视野，解决教材内容的解读深度问题 

教学实施层面的考察内容之二是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以历史学科为例，能参加省级师范生竞赛的选

手在语言表达、肢体动作、教学仪态等方面的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但为什么最终呈现的结果往往差强

人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教材的解读不够。习总书记说过“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7]，因此，

教师的专业知识非常重要。在竞赛中发现，许多历史学科比赛选手在教学的过程中对教材内容的加工不

足，甚至仅仅是对教材的内容进行简单梳理总结。历史学科最重要的是史料实证，即“是指通过严格的

检验获取可信史料，并据此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对史料的研习与运用，既是历史学习与研

究的重要方法，也是解释历史和评判历史的重要能力体现”[8]。为了抓住学习兴趣和保证教学效果，史

料运用不可缺失。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9327


李子轩，陈慧 
 

 

DOI: 10.12677/ces.2022.109327 2077 创新教育研究 
 

建议师范生提高对历史教材熟悉程度，不断提升自身史料解读和运用的能力。选择与教材内容最为

贴切且最能吸引学生兴趣的史料，讲解史料的过程中，一定要声情并茂，使学生情不自禁地学习。竞赛

时充分利用教材已有史料，做到用教材教、把教材用活。总之，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知识视野必须要

广泛，需要用扎实的学识使学生信服，在上课时，合理地处理教材、借助史料，让学生穿梭在历史长廊

中，自发感悟历史的魅力，打破学生平时看教材就可以学好历史的思想。 

2.4. 丰富教学模式和方法，解决模式单一化问题 

教学实施层面的考察内容之三是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运用。在如今我国历史界对教学模式主要分为以

下几种：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情境复现教学模式、资料研习教学模式、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和社会考察教

学模式[9]。竞赛中发现，大部分竞赛选手往往选用信息传递这单一的教学模式，使用讲述法这单一的教

学方法，导致听课学生对教学内容一望见底，毫无悬念，对历史课堂失去了兴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面对这些问题，建议师范生在平时的教学技能训练中学习掌握多种教学模式，加强理论研究，理解

每一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运用的原则和要求，并积极寻找相对应的优质课堂进行学习，提升自身素质

[10]，达到每一个历史事件运用何种教学模式和方法都可以了如指掌的效果。在历史课堂中利用不同的教

学模式和方法，缓解学生对学习的疲劳，满足学习的期望效应，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学习效

率，让历史课精彩且做到让学生既期待又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双收”效果。 

2.5. 板书与多媒体完美融合，解决配合度不够问题 

教学实施层面的考察内容之四是板书的运用。板书包括传统的手写板书和现代多媒体技术板书。传

统的手写板书是教师上课时在黑板上书写的简练的文字、图形等，主要目的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

识，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教师用最直观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教学重难点重要方式[11]。
现代多媒体技术板书是通过多媒体课件形式，多媒体课件是指用计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设备展开教学，

其关键是多媒体课件的制作[12]。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地发展，多媒体教学运用渗透到教学中，极大地方便

了教师教学。竞赛中发现选手在传统的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的配合上不够融洽，部分选手为了板书而板书，

多媒体课件上已经展示了的内容，还要在黑板上再板书一遍，缺少针对性。 
建议师范生在平时训练的过程中注意传统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的有机配合。对于多媒体课件有的内容，

不需要原封不动地写在黑板上，更多的是探索如何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例如：可以通过关系图式

板书，将一些分散的历史知识点系统化，帮助学生发现历史事件中的联系，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因此，

在板书上可以通过多样的类型来帮助学生记忆，发挥板书的灵活性和直观性，同时紧密的与现代教学技

术融合，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 

3. 对竞赛组织工作的问题分析与建议 

竞赛组织工作在比赛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竞赛制度的制定和赛点选拔是否公平以及竞赛

时间的选择、竞赛硬件的提供是否合理起着关键作用，这也影响着竞赛的质量以及选手竞赛的表现。分

析发现竞赛组织工作中存在评分标准不够合理、赛点的选拔不够公平、时间安排不够合理以及现代教学

技术提供不足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不断地在反思中改进。 

3.1. 细化分科评分标准，保障各科目参赛者的公平竞赛 

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虽然受到了湖南省教育厅和省内各大师范院校的重视，但竞赛的一些具

体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首先，评分虽有具体的标准，但仍然受评委主观意识的影响；其次，五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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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中公开“教育问答、片段教学、多媒体课件制作、板书设计”四部分，而占比较大的教学设计部分却

从不公开，因此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后，竞赛并不是以每个学科为一组，而是分文科组和理科组，

历史学科是分在文科组。但由于每个学科的差异性，也有不同的学科特色，如果按照同样的规则和打分

标准，那么历史学科相比语文和英语学科就不占优势。从近三年湖南省师范生技能大赛文科组各学科获

奖整体人数可知，历史学科排在倒数第一(见表 1)，但从参赛人数可知，历史学科排在第四(见表 2)，因

此得出近三年历史学科平均获奖率是倒数第一(见表 3)。 
 

Table 1. The number of winners of arts group in Hunan contest of teaching skills for normal students (2019~2021) [13] 
表 1. 2019~2021 年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学文科组各学科获奖人数[13] 

 语文 英语 道德与法治 历史 美术 音乐 

2019 年 7 人 10 人 4 人 2 人 2 人 4 人 

2020 年 9 人 12 人 3 人 3 人 2 人 3 人 

2021 年 16 人 10 人 3 人 1 人 2 人 2 人 

总人数 32 人 32 人 10 人 6 人 6 人 9 人 

 
Table 2. The number of subjects participating of arts group in Hunan contest of teaching skills for normal students 
(2019~2021) [14] 
表 2. 2019~2021 年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学文科组各学科参赛人数[14] 

 语文 英语 道德与法治 历史 美术 音乐 

2019 年 14 人 12 人 9 人 5 人 5 人 4 人 

2020 年 15 人 16 人 6 人 7 人 5 人 4 人 

2021 年 18 人 14 人 6 人 7 人 5 人 5 人 

总人数 47 人 42 人 21 人 19 人 15 人 13 人 
 

Table 3. The number of the contestant’s prize rate of arts group in Hunan contest of teaching skills for normal students 
(2019~2021) 
表 3. 2019~2021 年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学文科组各学科参赛选手获奖率 

 语文 英语 道德与法治 历史 美术 音乐 

2019 年 50% 83% 44% 40% 40% 100% 

2020 年 60% 75% 50% 43% 40% 75% 

2021 年 88% 71% 50% 14% 40% 40% 

平均值 66% 76.3% 48% 32.3% 40% 71.7% 

 
这些微观的比赛制度的设计，正是目前急需重视与发展的“重头戏”。为更好地细化分科评分标准，

建议：第一，在评分上，原有的每个模块打一个分数可以具体到每个细节评分点都进行具体打分，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评委老师打分时注意到每一个打分点，尽可能减少主观地判断。也可以增加评委点评

的环节，这有利于选手在教学完成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提升评委分数可信度；第二，公开

每一个模块和每一个打分点的分数，使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公平公正公开，让比赛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最后，在分组上，建议采取以学科为单位进行分组，且评委老师来自每个学科的权威专家教师和一线名

师，使每个学科的学科特色体现出来，同时选手在训练时可以将自己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总之，竞赛

组织尽可能地完善竞赛规则制度，尽可能使每一学科的每个参赛选手都可以公平的参与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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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异地举办比赛，保障各高校参赛者公平竞赛 

竞赛的承办单位具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且承办单位对学校发展和提升学校知名度具有推动

作用。而湖南省每年比赛的承办单位都是在同一院校，相当于比赛的承办权已经被垄断。从历年获奖的

情况来看，承办单位的参赛选手每年都可以囊括大奖，参赛选手的获奖率也是在全省前列，其他的学校

面对此情况只能望洋兴叹。当然，这其中不否定参赛选手的实力和学校的自身实力，但每年竞赛地点的

选择不科学、不民主，久而久之会导致其他院校失去比赛的热情，甚至产生有“黑幕”的言论，失去了

比赛的意义。 
建议赛事地点的选择上可以选用民主、科学的方式，制定公开透明的选拔标准，建议可以采用申请

制或者轮流制。申请制可以学习河南省的选拔方式，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由省内各大高校向主办单位

提交申请书，再由主办单位对申请院校进行考察，选出最佳的比赛地点[1]；轮流制可以每年比赛地点由

参赛的各师范院校轮流举办，但主办方须向承办单位提出一定的要求，不达标可以取消承办资格。这两

种方式都有利于加强各个师范院校参赛的热情、推动承办单位师范生技能训练的基础设施建设，助推省

内各高校的朝着更高层次发展，迈向一个新台阶，此谓两全其美。 

3.3. 优化比赛时间安排，选手发挥最佳水平 

湖南省每年的师范生竞赛是在 10 月中下旬(2020 年由于疫情推迟到 11 月下旬)举行，但结合实际不

难发现其存在一定缺陷。参赛选手是大三和大四的师范生，这个时间段大三的选手正在紧张的备考教师

资格证，大四的选手一般在中学实习。通常情况，很多选手为了准备比赛，不得不放弃教师资格证的备

考或者减少实习的时间，显然打乱了选手的学习安排，不利于选手的长远发展。 
建议比赛时间可以参考广东省，2021 年广东省为 9 月 23~26 日[15]开展竞赛。此时间段各个院校开

学不久，竞赛选手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进行训练，这样即不耽误教学计划，也可以和比赛完合理的安排

教师资格证备考或者教育实习，使选手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选手在暑假准备竞赛时对自己的教

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有了一定的提升，从而提高备考效率和丰富实战经验。 

3.4. 提供多样现代教学技术，科技与教育融合 

湖南省师范生教学竞赛提供的教学软件仅仅是 office，而且只能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使用，这限制了

选手的发挥。首先，在教学资源上基本只能用教材上的资源。以历史学科为例，史料分析教学法是历史

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经。而教材提供的史料毕竟有限，每个历史事

件的相关史料相对庞大，对参赛选手要求过高。其次，现提供的现代技术上存在不足，在如今的一线教

学中，现代化教学技术早已不是 office 这么简单了，基本上都是用“希沃白板”等新近教学软件进行教

学，而这些新近教学技术的运用也是师范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上面的问题或许是为了考虑比赛的公平性，防止部分比赛选手直接上网找现成的资料，但脱离时代

背景与实际的绝对公平是不可取的。建议比赛时可以提供多一点的现代教学技术，让如今的科技发展成

果能运用到课堂，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中感受科技的发展，使科技与教学完美融合。以历史学科为例，在

教学设计时，可以适当的为选手提供一些教学史料，使选手在片段教学时内容可以丰富多彩，而不是干

巴巴地讲书上的知识点。 

4. 对高校师范教育的反思 

从上述对竞赛选手的提升和竞赛组织的完善两方面的问题分析和建议，为今后高校提升师范教育整

体质量提供了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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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优化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方案，塑造优秀教师 

选手在竞赛中教学实施部分出现的问题，如：教学预设不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单一、板书与现

代技术不够融入等，间接暴露了高校对师范生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建议高校的师范生培养方案从实际

出发，进行创新发展，除了加强理论的学习，增加教育课程课时之外，还需要增加师范生实践的机会。

高校首先应多与地方中小学进行合作，可以学习学科教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采用双导师制，在学

校学习理论的同时，发挥校外导师的作用，使学生多了解中学历史课堂的真实情况；其次，加强教育实

习，让学生从内心发掘实习的重要性，抓住每一次可以上台锻炼自己的机会，在实习过程中保持虚心的

态度跟一线教师交流，多听取建议，通过课堂的观摩，学习多样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学习现代教育

技术，学会将传统与现代技术在教学中融合；并且深入中学历史课堂，充分了解中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心

理状况等方面，准确地把握教材内容和做好教学预设。见习和实习结束后教师指导师范生做好实习反思，

正如美国的心理学家波斯纳曾提出：“教师的成长 = 经验 + 反思”，反思自己的形象和角色、学科知

识与能力基础、教学的技能技巧以及教育观念[16]，使自己的教学能力能得到快速提升。最后，高校在教

师聘请上，适当的改变唯学历论的观念，招聘学科教育类的硕士研究生，甚至一些教学能力极好的本科

生；亦可加强教师待遇，吸引有能力的教师来高校培养师范生，从而促进更多的教师培养师范生，使师

范生的水平不断提升，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4.2. 加强师范生基础知识学习，提升核心素养 

学科的基础知识是教师所必备的技能，如果一位教师光有教学技能，没有基础知识，其也无法呈现

精彩的课堂。从近三年的竞赛情况来看，选手的专业知识相对薄弱，难以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层次解读，

加强师范生基础知识学生迫在眉睫，在新教材、新课标和新中高考的背景之下，对师范生的学科专业知

识的要求不断提高。“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应

该是要有一潭水”[17]，建议师范教育不能仅满足于“一桶水”的标准，而是引导学生树立终生学习理念。

就历史学科而言，源远流长值得挖掘的历史知识太多，值得我们不断深入与积累。在大学期间，师范生

在上课时应格外的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积累，培养自身的核心素养，打牢历史基础知识，不能以期末考

试不挂科为目标来学习。在平时学习中，可以适当地对师范生的基础知识提高要求，比如，每学期要求

看一定的历史著作，撰写读史札记和史学论文等方式来提高师范生的史学素养，为教学中对史料的信手

拈来和深入解读教材内容奠定扎实基础。 

5. 结语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18]。作为高校，应尽可能为师范生给予最大的帮助，为国家、民族

培养出优秀的教师。同时作为当代历史学专业师范生，立志成为一名好老师是我们一生奋斗的目标。青

春的意义不在于荒废度日，可以是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满腔真情不限于世间情爱，也可以融入我

们热爱的教育事业；饱满热情不止为了黎明的到来，还只为培养一批又一批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而我们作为时代的传棒人，更应该共同努力，让“四有”好老师成为时代的

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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