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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教育实习，希望通过实习能让我们

深入中学教学第一线，了解中学教育现状，并进一步提高对教师职

业的理解与认识，促进个人教学技能的形成。这次实习的内容包括课

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在这期间我积极努力地工作，虚心向有经验的

老师请教，个人有了很多收获。同时，我以我所实习的中学——前所

中学为主要调查对象，做了一次深入的调查工作，是针对语文这门

课而言的。在此，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实习生教育调查报告的结果，谈

谈对中学数理化教与学的一些看法。

首先，在老师教学方法方面。

    我所在的中学，数理化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一套公式化的教法，

公式、例题、解答，这种千篇一律的教法，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使整

个过程单一、枯燥，加上大多数老师并没有很深厚的教学经验，数理

化课堂显得更加沉闷、无趣。老师在讲台上根据固有的模式大谈特谈，

学生在讲台下做自己的事，少数认真听课的同学看起来也是抱着某

种利益的心态——高分。整个课堂完全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不再是教

学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而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教师灌输知识的客体。

这样不仅束缚着青少年活跃的思想，使学生不动脑筋想问题，同时

也浪费了他们的学习时间，影响了他们学习水平的提高。



    我认为，现代化的教育应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

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充分保证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学

生都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可以很好地接

受教师的教育，也有权利抵制这种教育。教师的教育和教材对于学生

的发展来说,只是外因,真正获取知识得到发展还要靠学生的内因起

作用。学生作为内因主动的学习不存在了,教师和教材再好的外因也

将失去意义。

    第二，老师在课堂提问方面。

    我发现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教师在课堂上会连续提问，但这些

问题大多是很简单的是非问，或者选择问、填空问、甚至是自问自答，

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踊跃回答，或者说都能回答得上，但学生的回

答显然都是很仓促，且习惯性地不加以深入思考而快速作答，而这

些答案一般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这样课堂牢牢地控制在以教师为

主体的氛围中，学生的思维创造性及问题的生成性都大大降低。表面

上学生积极参与了课堂，其实整个教学质量并不高。

    第三，教师的课堂点评。

    在教学进行过程中，有时候有的同学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

题，教师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有的同学偶尔会有一些充满灵气

的回答，袒露出他们不一般的思维痕迹，但通常情况下，老师都不

够敏感，对学生的回答只作简单的肯定、否定，或者不置可否……有

的老师点评语言单一、苍白，不能够根据学生的回答给予合适、恰当



的评价，让人感到老师的语言空洞。甚至有的老师在学生回答完问题

后滥用表扬，不管问题价值大小，学生回答的价值量有多大，老师

都是一个口吻“对、不错、太棒了”等等。这种脱口而出的随意表扬使

很多学生在回答问题时随意应付。看似课堂气氛活跃，其实是对教学、

也是对学生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四，教师的讲课内容。

    听了两周的数理化课，发现老师讲课期间常插入诸如此类的话：

这个公式很重要，考试的时候常会考到；这道题注意它的步骤，考

试会可能有所涉及；这种习题册需要同学们好好看看，高考经常会

出现类似的题型等等。

    整堂数理化课都在老师的善意提醒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学生们每

次一听到此类的话，都会条件反射地集中注意力。真的是因为这个知

识点的重要性吗？不是的，很显然是为了考试。考试独立于教育、教

学之外，考试内容取代了教学目标，分数成为最终的教学目的。记得

课间，我试着跟语文老师交流教学方法，我说：“老师，您看，我

们这堂课可不可以再这样拓展延伸一下，或许课堂的趣味性会有所

增加。”老师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必要，考试不考！”我愣了，考

试不考，就不讲吗？数理化教学难道也纯粹是为了考试吗？

    我好疑惑，中学数理化课程标准上说：中学数理化教学设定的

总目标是“是学生获得基本的理性素养”。由此派生的教学目标从四

个方面考虑：知识技能、应用能力、理性素养、情感态度。这四个方面



的目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些理论上的目标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极大的反差。老师讲

课以课本为主，课本上有的，就进行模式化讲解，课本上没有的，

老师便敷衍了事甚至根本不会提及。不要说知识技能没有得到提升，

人文素养、情感态度，甚至应用能力更是无从谈起。

    然后，在做班主任代理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一些关于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现象，比如：大多数学生能够自律，学习态度端正，积极

上进，希望考出好成绩，让生命更充实、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并且绝

大多数人都曾体会到成功的快乐。他们对学校生活的评价是累并快乐

着，对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这里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高。通过对学生作业的批改，我发现，班里

抄袭作业的现象比较普遍，有近 90％的同学反映本班同学有抄袭作

业的现象。

二、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心理压力普遍较大。我所见习的学校学生

平均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 12点休息。除了上课时间，每天课外

学习时间在 4小时以上，而有些科目每天作业时间都要超过 2小时。

如果每门课程的作业都如此，学生如何应对？即使只语数外三科每

门作业要 2小时，学生也不可能完成。其实这么多的学生抄袭作业也

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们的课业负担的确过重了。因为过重的课业负担，

加上家长及老师的不间断督促，他们的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大。



    这便是我这次见习所见所感，也是这三个月我调查的收获，在

当今新的教育体制下，好的教育方法及教育理论在短时期内根本无

法与实际教学实践相一致，甚至会出现脱节的现象。我们只有期望教

师的个人素养能越来越高，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能越来越顺应实际

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