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课，究竟给老师带来了什么？提升还是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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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课，是对各类各级教学比赛的俗称，但它比的不是平常之课，而大都是一

节经多人指点、精心打磨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时间的课。

近日，一篇题为《赛课是这样毁了我的教育理想》的文章广为流传，一位亲

历赛课的老师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并阐释了自己对赛课的质疑，引起了不少老

师的共鸣。

这位老师在文章中这样描绘自己的赛课经历“从前的我，开朗活泼，天天乐

呵呵；而现在，我表情麻木，眼窝深陷。”在经历过两个月的准备期后，虽然一

举拿下赛课的冠军，但这位老师仍难免质疑“把课堂当做竞技场的做法，是对教

师智慧和创造最赤裸裸的挑战。”

那么，赛课究竟给老师带来了什么呢？小编整理了各位老师对赛课的真实感

受，看看老师们对赛课的爱与恨吧！

赛课：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比黄花瘦，赛课累惨了老师、校长

“前两天的雨花杯赛课累惨了我，到现在脸色还灰暗着。”，一位刚刚结束

赛课历程的老师在博客上记录下了这几天自己的心路历程，“周三晚上，我独自

坐在办公室电脑前加班到夜 2点，终于勉强做好课件。夜太深只能在办公室睡了，

我躺在躺椅上心凉凉的。也不敢入睡，倒不是怕小偷啥的，是担心自己这周已经

两夜没睡怕心脏不好的我累死过去。迷着两眼混混沌沌一直捱到凌晨 5点方敢入

睡，早晨 6点多就起来又忙修改课件，忙了一上午，扒了几口饭中午就去比赛了”，

心有余悸的老师用“累惨了”来形容自己的赛课之路。

“累”，是所有参加过赛课的老师、校长的共同感受。“那几天每天都是

12 点之后才能睡觉，对于从不开夜车的我而言，也是备受折磨。”对于各位老

师来说，赛课不仅仅是每天忙到凌晨的身体上的劳累，更是精神上的疲惫，或许

后者比前者更为可怕。

很多参加赛课的老师如同身处高考前的几个月，需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

赛课。他们要面临的局面，大都与高考很像，要在一堂课里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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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种别出心裁的赛课更是层出不穷。现场抽题、现场准备 ppt、现

场备课……高二的语文唐老师在走下赛课讲台的那一刻，长吁了一口气，“比我

当年参加高考还紧张。”

上课像演戏，老师变演员

“当前的‘赛课之风’成就了一批名师，耽误了一批学生。”国家教育咨询

委员会委员陶西平曾在全国初中教育校长论坛上如是说过。在陶西平看来，赛课

是教学改革过程中形式主义蔓延的表现。不少教师“靠一节课一举成名”，这是

“造星”，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能讲好日常的每一节课。

英语教师贺杰参加过从区一级到国家级的 7次赛课。他说：“那些都是高档

货，不实用的。脱离了教学的实际，变成了表演。”

原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原局长陆世德也认为：“现在的很多赛课，老师成了

演员，后面有导演、编剧、舞台设计，像演一台戏似的。教学流程都设计好了，

上课不再根据学生的情况，与新课改提倡的理念背道而驰。”“导演”、“编剧”

包括教研员和一些特级教师。

赢得赛课的老师就真的有实力吗？

“教师的职业技能不是用比赛就能确立的。”湖南某中学教学研组组长林新

这样看待赛课。

其实，有关赛课能否反应教师真实水平的质疑声从未间断。不少老师在网上

都表达过自己对赛课的怀疑，“赛课是一种秀课，实用性值得反思，是理论上的

成功，设计了每个环节，实际上课很难这样的。”、“上好一节课也许不难，但

上好每节课是很难的。”……

毕竟，赛课比的不是平常之课，而大都是一节经多人指点、精心打磨一两个

月甚至半年时间的课。在这种精心打磨的过程中，恐怕很难看出一名教师的真实

教学水平。

事实上，一些赛课的优胜者并非真正的教学能手，“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只上

过一堂好课，但这堂好课就足够他（她）吃一辈子了。” 曾做过 10 年教育局局

长的陆世德说道。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嵇成中则发现，近年来受邀到各地讲学、

参加会议，竟发现一种常见现象：很多地方会专门打造几位赛课选手，以充当门



面。

教育局和学校有时也很无奈，为了增加获奖机会，不得不选择那些善于表演、

口齿伶俐的老师参赛。选手通过大量的资源获得的荣耀，意味着对其他教师的不

公平。如果出头露面的总是那些老师，别人就会失去崭露头角的机会。

深藏功与名，利益链牵扯下的赛课既多又滥

赛课这种形式在启用之始，旨在让老师们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教师素

质。但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变了味儿。深圳市福田区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嵇成

中用“多”、“滥”来评价赛课，“很多机构，都变着法子搞赛课。组织者可以

从中谋利，建立所谓的人脉关系。”

嵇成中批评教育学会的众多二级学会，真正就某些教育问题深入研究的少，

却热衷于组织赛课。譬如，有学会组织的赛课，为了让参赛各方皆大欢喜，竟然

取消三等奖的设置，而大幅度增加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名额。有的组织方要兼顾平

衡，照顾各个参赛地区。“有的地方派了几个选手，水平都不怎样，竟开会讨论：

怎么样也得搞个一等奖吧”。还有“别出心裁的创意”：主办方悄悄塞给落选者

一等奖证书，但其名字不出现在公开的大会上。嵇成中说，评审结果的改变，当

然得利用关系、物质利益去实现。

他还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大学的教授或副教授，但本质上更

像商人，通过发放赛课证书谋取利益。嵇成中称他们为“职业赛课经理人”，并

曾当面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以赚钱为目的”。

赛课：风雨之后见彩虹

尽管赛课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不少老师仍认为赛课是一个风雨之后见彩虹的

过程。

青年教师的成长途径

“我觉得赛课是青年教师成长的有效途径。”一位教师在博客上这样认为。

一堂优质课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教学设计，二是教学实施。教学设计

参赛老师可以借用别人的智慧，然而教学实施却需老师自己去完成。他们需要把

教材吃透，把教案背熟，要有足够个情境预设，要有对课堂上生成资源的关注程

度、应变能力，适时相应的评价，自信、运筹帷幄的教态……这都是需要历练方

能完成。



贺老师认为，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和教研员、特级教师一起磨课，然后

反复地修改、说课、完善，“你的教学水平肯定会有进步。”

“这种磨合有利于自己的教学。”他说，“有了这种超常规的磨练和专家的

指导，我在对教材的把握、对教学设计以及如何突破教学难点等方面，确实提升

了好几个档次。”他表示，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知名度，愿意继续参加赛

课。

磨课让课堂更加出彩

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教师在准备赛课的过程中，为了上好这

关键的一课，“磨课”成为了每位参赛教师的必经之路。

磨课使得老师把平时积累的教学经验充分发挥并通过反复的推敲试讲从而

使课堂更为完善。

山东的一位老师就对自己的磨课经历难以忘怀，为了上好一堂课，在学校领

导的帮助下，这位老师在半个月期间内，在不同的学校面对不同的学生上了四堂

课。短短 40 分钟的课堂，却磨了 40 多遍，一样的教学内容，经过教学设计的不

断修改，逐渐完善。“在一次次磨课中，我感受了团队的力量；在一次次磨课中，

我感受了成长的喜悦。整个磨课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它让我在

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抛弃了形式上的花哨，努力去追求课堂的简

约、朴实、高效。如果用禅的境界来诠释磨课，那就是磨课之初，山是山，水是

水；课中有悟时，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课后彻悟时，山仍是山，水仍是水。这

真是洗尽铅华显本色！”

赛课为我答疑解惑

赛课往往采取的是团队合作的方式，它集结了一批学校中最为优秀的教师，

通过讨论、交流、碰撞，让一堂课在最大程度上变得近乎完美。在这样一个不断

追求完美的过程中，相信每个老师都会从中有所收获，甚至一些教学上的疑惑不

解，都可以及时得到解答。

这一点，很多经历过赛课的老师都心怀感激，“经过这次课，我明白了，课

堂的生成是无法预料的。”、“虽然这次的课没有成功，虽然不是脱胎换骨，凤

凰涅槃的过程，但是我想这是我 5年教学生涯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教学上的

成长，第一次得到锻造，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这次赛课所暴露出来的



问题，在以后的每节课上我都会有意识的注意，让这些问题成为习惯，让习惯成

自然。”……

在赛课的过程中，很多教学上的实操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解决，集体的智慧

在这里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或许，我们老师只是想让赛课更纯粹一点，

让赛课更真实一点……

拒绝花里胡哨，让赛课回归常态

一些老师呼吁，赛课应回归常态，拒绝花里胡哨。

那么该如何开展教学竞赛呢？有老师建议，要变以一节课论成败的做法为

“主题似的教学研究”，如语文学科的“怎样提高阅读教学质量”，小组合作学

习中的“如何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不但看老师在一堂课上的表现，还要通过

答辩考察他平时的积累和反思、研究能力。

让演员型选手退出舞台 ，把机会留给优秀教师

让“演员型选手”从赛课的舞台上退下来，推荐和选拔大家公认、学生欢迎、

代表课改方向的优秀教师参赛。为了展示真实的课堂和水平，让老师们远离那些

“导演”，避免反复磨课，赛事的组织方应该临时抽课，不事先指定内容，然后

让选手们封闭起来备课。

从教学效果出发，改变评价导向

目前，评委们关注更多的是老师。他们常常坐在教室后面，面对的是老师，

看着学生的背影，至于学生的面部表情、精神状态，评委们似乎没有真正上心。

评价应该更多关注学生的表现，“即使老师被挂在了黑板上，授课也不流畅，但

能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激发他们的活力，这堂课就是成功的。”陆士德说。

（中国教育报全媒体中心实习生 赵天骄 综合 中国青年报《一些中小学赛

课脱离实际像演戏》 上海第一教育《赛课是这样毁了我的教育理想》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