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能力”是教学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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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至 9日，我有幸又一次被选为教师资格证的面试考官。忙忙碌碌的四天，

接触了 100 多位考生。这些考生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年龄最大的 42 岁，其中有从教

20 年的老教师，有在职的公务员、医生、公司职员，还有在读的研究生、本科生。在好

奇他们为什么要考取教师资格证的同时，我更关注他们在讲台上的表现。

今年与以往我参与的面试工作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试讲题目的变化，题目制定

的更具体了。从内容的选取上看：我省现行三个版本的教材均有涉及，从考生抽取的题

目概率分析似乎沪教版内容更多。恰好我县使用的就是沪教版教材，这一版本教材更侧

重通过实验探究、交流讨论来获取知识，更注重学科方法的培养，所以在教材中对知识

的归纳与人教版教材相比缺乏一定的明确性和系统性。这无形中要求教师要有专业的化

学知识，能从有限的文字描述中提取挖掘概括并严谨的表述出来，同时又要注重对学生

学习方法的培养。从课型的设置上来看：试讲的题型涵盖了实验探究、概念讲授、化学

计算、习题讲评。习题讲评课是教学中的一种重要课型，它对学生的知识起着巩固、充

实、完善、深化和矫正的作用，又是对知识进行梳理、整合、再运用的过程，也是师生

共同探讨解题方法、提炼学科思想、探寻解题规律、优化思维品质的重要举措，上好习

题讲评课有一定的难度。

这些对于初登讲台的人来说显然是一个能力的大考验。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调整

呢？对比同一课题的不同考生的试讲，结合对他们的询问，我慢慢的思索，试图找到一

些答案。

试讲题目：氧气的物理性质。

考生甲：（公司职员，无教学经历，但通读初中化学教材）教学环节设计大约如下：

谜语导入→展示 O2，看，闻，归纳→展示 O2密度值与空气平均密度值→引导学生设计实

验证明→播放视频：鱼在水中游→O2不易溶于水→播入视频：氧气的变化→的三态变化。

语言表达简洁，声情并茂。

考生乙：（大三学生，有辅导学生经历，未通读教材）教学环节设计如下：直述主

题→观看 O2得为无色无味气体→读出 O2密度、空气平均密度→说出 O2密度大于空气密

度→再读出“通常情况下，1L 水最多溶解 30ml 氧气”→得出“O2不易溶于水”→再读

“在标准大气压下，-183℃时变为深蓝色液体，-218℃时变为深蓝色雪花状固体”→得



出“O2的状态变化”→小结：又复述一遍。语言重复平淡，没有激情。

试讲题目：温室效应及其影响。

考生丙：（在读研究生，无教学经历，未通读教材）在抽取题目的同时分析教材，

用模块形式传递本课题的内容。以北极冰川融化的情景导入，分成递进的三个环节逐一

展开。第一模块：什么是温室效应，其形成原因是什么？第二模块：温室效应有何危害？

第三模块：如何防治温室效应？带领大家一起阅读教材，并借助视频模拟理解。目标明

确，难点突破。

考生丁：（某辅导机构教师）10 分钟洋洋洒洒复习了 CO2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

用途，对温室效应只一句带过：“CO2过多会导致温室效应，但 CO2不是有毒气体”。

……

在不断的对比分析中，一个名词越来越清晰的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学习能力”。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能讲课的老师，我们更需要会讲课的好老师。好老师传递的不仅仅

是知识，更应该培养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能力。在一篇文章中作者将能力区分为学习能

力、执行能力和专业知识。拥有学习能力，在学习知识后就形成专业知识，在学习如何

执行的方法与技巧后就形成执行能力，学习能力是所有能力的基础。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竞争力的高低。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发展进步。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是要还课堂与学生，给他们自主学习的空间和场地，老

师立足在自主学习的起点，创设切合每位学生“最近发展区”的问题情境，激发学习的

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注重方法的传授，进而逐渐培养自学的能力，自学的精神。

这次面试活动，再次激励了我。我想我需要更努力地学习，多方研讨，全力打造

有生命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