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察的读后感 课堂观察读后感(模
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观察的读后感篇一

看了《课堂观察》这本书，在对听课评课的方法上给了我很
大的启示，平时我们可能思考更多的是自己的课堂教学，而
对任何听和观察别人的课则少有研究，而这本书正是从听评
课的角度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到底怎样才能让听课起到最大的效果呢？教师听课要高度集
中注意力，全身心的投入，态度还要虚心。听课首先要有目
的，争取在某方面要有所突破，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
听课没有目的的，就好像是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往那个方
向是由海上的风决定的，这就注定他到达不了目的地，甚至
会沉没在大海中。事实上只有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才能深
入透视自己的问题，并努力解决。而方向的确定更需要认真
仔细地分析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它需要审视自己所存在的种
种行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分析批评自我的过程。其次
在听课的过程中还要主动地参与。一直以来，我都是要等到
进入听课的教室才知道今天听的是什么内容。并且在听课过
程中，我更象一个记录员，在进行机械的记录。而如王老师
所说：听课要听老师的独创之处，因此在听课前在你的脑子
中要有课的原创，熟悉教材，带着问题去听，老师是怎么上
的，自己又是怎么上？事实上就是要有“备”而听，而且从
思想上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并尽可能以学生的身份参与到学
习活动中，才能获取第一手材料，从而为自己获取好的方法
奠定基础。



但是要让听课取得最大的效果，还要看。教师要一边听．一
边观察思考。教和看两方面要兼顾。看教师的教法学法的设
计，也要看学生课堂表现，参与的情绪，学习的习惯。看教
师的精神是否饱满，教态是否亲切，教学组织的设计，器材
的安排是否合理，教法选择是否得当，指导学习是否得法，
处理偶发事件的手段是否巧妙。看学生是否参与教学活动，
感知教学内容，注意力是否集中，思维是否活跃，练习是否
正确积极性是否被调动，师生情感是否融洽，学习习惯是否
良好，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提高等。创设怎样的教学
情境，结合了哪些生活实际。

观察的载体虽然是“课”，但关注点却是课堂教学中的“真
实问题”，实施新课程后课堂教学中的各种困惑，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教师专业能力的问题。评课应是基于对课堂“教”和
“学”行为的细致观察，然后对课堂中出现的真实的问题作
出多角度的解释。然而在我们传统的听评课活动中，时常出
现这样的现象，如：听课过程中主要关注教师单方的行为，
没有对学生的学习给予足够的关注；评课形式化，有时缺乏
有证据的观点，漫谈式、即席发挥话语过多等等。

人的观察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学习中培养，在实践中锻
炼起来的，教师当然也不例外。特别对于教师来说，观察力
尤其重要。观察现象，探寻本质。观察力是思维的触角，要
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就要善于把观察的任务具体化，善于从
现象乃至隐蔽的细节中探索事物的本质。

例如：在课堂观察老师的提问技术：提问是师生互动最经常
的方式。尽管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提问频繁地发生，但很多老
师对提问的类型、方式、对象、节奏等缺乏良好的设计，大
大降低了提问的有效性。比如，有些老师可能不自觉地局限
于向前排和中间区域的学生提问，或只对成绩好的学生提问，
或偏好于向男生或女生提问；有些老师可能一节课不停地在
提问，而真正有效的问题却很少，等等。这些不当或低效的
提问行为可能连老师自身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然而经过观察



研究的反馈，他们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调整，从而提高提问的
有效性。

我想学无止尽，教也是无止尽的，“教育”无论是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它都是一个值得讨论与关注的问题，可以说是
一个永恒的问题。

观察的读后感篇二

――题记

路――迷失在自己的脚下

人，有时候很矛盾。像我，从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天起，就
想着一定要给孩子最真，最善，最美的感情，让他们的童年
不留一丝遗憾。但现实，却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
于那个老是在课堂上举手，可回答总是瞎扯的小付，我常常
有一种“咬牙切齿”的痛恨，但他却“屡败屡战”；对于那
个在日记中跟我说“老师，我是一棵小草，没有花香，没有
树高，也没有人知道”的小琴，我总会发出一阵无可奈何的
叹息；对于那个回家作业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小鑫，
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怒气……些许的小
事，经常让我的心掀起层层波澜。于是，抱怨与痛苦就产生
了。而每当此时，学生在我的心中似乎更是一个发泄的窗口，
一个工作失误的借口。

路――在春暖花开处清晰

什么事情让人最开心不过？读一本好书、交识新朋友、改变
旧观念……都不错。最近看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一书，
有些深奥但慢慢品却品味到了咖啡的醇香。没有油滑的高调，
没有剪辑的痕迹，却让我意识到他所陈述的现象正是我无法
释怀的烦恼；她所解答的问题正是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困惑；
她所提出的理念正是我迫切需要建立的观念。一页页、一字



字无不敲打着我的心灵。

读她，我最大的触动，是她的每一点、每一个面都像一面镜
子，从不同的角度把我自己折射出来，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自
己，并“忍不住”在反省自己的同时，一点一点地修正自己。

她告诉我自我实现的人不需要心浮气燥。工作,其实是幸福的，
关键看我们的心态是否放正了。不管做任何事、对任何人，
我都应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再走到学生中去。一个新的开始，
一段新的体验，打开一扇自我实现的大门――孩子，需要我
蹲下来；工作，需要我静下来。

她告诉我自我实现的人不需要推脱搪塞。细节决定成败，把
身边的一点一滴都注意起来。名目繁多的推脱搪塞不能使问
题消失，也不能使问题变得容易起来，只能给自己带来心理
上的影响，打乱自己的安排。什么都可以等，可是我们的学
生可以等吗？连古人都知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何况是我们呢。

她告诉我自我实现的人不需要功利色彩。一面流动红旗，一
张奖状不应是我的追求。我需要的只是真正了解我的学生，
用心爱我的学生。培养自己和学生良好的习惯。孩子们和我
都渴望成功，而成功并非机缘巧遇，往往成功者与平庸者的
迥异之处就在于我们站得有多高。相信我们能看得更远，超
越平凡。

她说：“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
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
另外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往往总是在希望着
什么，因而也引发了一切......”对呀，每个孩子，都是有
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渴望得到别
人的尊重，获得做人的快乐，而不是因我的一些浅层次的欲
望而束缚在学校里。学习不是学生的全部，而只是他们生存
需求的一部分。



是她，启迪了我零乱的思维，掀起了我久违的热情；是她，
解释了生活灰与黑的现实本质，澄清了我混沌不清的大脑。
当我在征途中迷失自我时，她的出现，顿时让眼前开朗了起
来，突然觉得自己的脚下是一条多么美好而宽大的路啊！

路――从这里延伸到永远

实现自我的人，其实就是一棵胸怀宽广的榕树：也许不是最
美丽的，但一定是最可爱；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
勤奋；也许不是最富有，但一定是最充实；也许不是最顺利，
但一定是最乐观……相信，我可以做的更好！

观察的读后感篇三

本学期读了一些书,其中拜读的教育专着《名师怎样观察课
堂》,读后感慨很深。这本书阐述了编者对于各学段教学内容
的理解和对教学策略的思考,又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教师个性化
的教学设计。在这里名师能和我们进行推心置腹的对话,是对
我们中学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学探索的一种专业引领。读后
你不得不佩服专家那理性的思考、深入浅出的剖析、以及高
瞻远瞩的目光……书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这本书在新课程、新理念的背景下,具体展示了名师授课的过
程,对新课改形势下教师的教学有示范与指导作用。这本教育
专着使我深入了解在各个学段,我们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哪里,
应该用什么方法指导学生的学习。“精彩课堂”中展示的精
彩课例,让我亲身感受名师在教学环节上的准确把握,每节课
后的教学反思,更是剖析深刻。这样的内容和形式安排,意在
对教师起到举一反三、名师引路的作用。这本书更吸引我的
是,在每一个案例后都有“方法阐释”的形式,对本课采用什
么方法,引领学生突破本课的难点,做以简练的总结,让我们教
师一下子感受到他们的别出心裁,从中受到启发。

读完这本专着,我收获颇多。文中指出现在的教学中很多老师



走入的极端,我马上感受到真是旁观者清,专家指出的很多错
误做法,在我的教学中都曾出现过,不禁让我汗颜。

1、教学环节碎。我们在教学中尤其应该重视培养良好的数感
和整体把握的能力,只有整合教学环节才有利于学生对课本的
整体把握,才能较好的落实教学目标,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其根本在于提高设问的质量,扩大教学各环节的容量,保
证每个人都有自主学习、探究的空间。

2、教学形式花。教师们热衷于形式的翻新、多媒体的滥用,
通过花里胡哨的教学形式把《课标》理念在课堂中“外显”
出来。我们这是“东施效颦”只学外表,反而丢弃了最根本的
东西,那就是课堂的实效性。我们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根据
教学的需要设计必要的教学形式,而不能盲目追求时髦。

这本书,不仅让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还为我指明今后阅
读教学的方向,我要创造性的使用教材,设计出更科学、更合
理的教学过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我
感受到教师课堂角色的转化的必要性,学会与时俱进.“活到
老,学到老”,名师们在三尺讲台上奋斗了几十年,有的甚至两
鬓斑白,仍然奋斗在教学最前沿,不断探索,努力学习,以求不
断完善与提高,这种终身学习、学无止境的热情,让我感动,名
师的课堂艺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要让它成为激励我们思考
与探索的思想火花与精神向导。

观察的读后感篇四

听、评课是教师进行专业发展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在听评课的过程中，教师能从彼此互动中获取经验、共同提
高，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更重要的是教师教学
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听评课活动每个学校都在开展，学校的每位教师每学
期都会开设一节校内研究课。但从事了教师这个工作后，怎



样上课有人教、有人指导，听课时究竟该听些什么，评课时
又应该点评什么，似乎很少有机会学习了解，我基本都是从
其他老师那里观察模仿来的，但方法对不对，自己也不太清
楚。

由于上一学期视导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大量的量表，尤其
是课堂观察工具，在视导时的教研组主题教研活动中我们也
设计了自己的教研工具，对于工具使用需要在教研活动时进
行交流，所以在黄丽老师的推荐下借阅了《课堂观察——走
向专业的听评课》这两册书。

书中首先分析了传统听评课的“三无”现象：无合作的任务、
五证据的推论、无研究的实践。可以说听、评课所有的学校
都在进行，但“三无”现象也的确大量存在。

1.听课不形式化、任务化，评课不讲假话。

2.不只重听课数量，不重听课质量。

3.把听课评课设计成一个完整的专业活动：课前会议、课中
观察、课后会议。

4.提高听课评课的专业水准，不是谁都可以来乱说一通的，
应该把听评课的权利交给上课人的“同行”，或专门研究这
一课程的专业人员。

5.可以设计一些课堂观察工具（课堂观察量表），这些工具
应该是开放的，供选择的。

6.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听评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是由完整的记录到重点记录再到不用记录。

二是由听课到观课再到思课。



三是从关注自己到关注教师再到关注学生。

7.重点应关注学生的有效学习，因为教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学生的学习。

8.评课时反对“话语霸权”和“即兴点评”。

从书中我也明确了自己一直没弄清的问题：课堂观察到底是
什么？其实课堂观察是通过观察对课堂的运行状况进行记录、
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学生课堂学习的改善、促进
教师发展的专业活动。它关注的是学生的有效学习和教师的
有效教学。课堂观察是教师日常专业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是教师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其性质是一种教师的'日常
专业生活，一种专业学习活动，一种合作研究活动。

此外，课堂观察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想每位教师只有在弄清
楚之后，听、评课才会真正显得有意义，在此与大家分享。

课堂观察旨在给任课教师提供一些符合他自身发展实际的建
议。

旨在一起探讨一些具体的课程、教学、学习方面的问题。

旨在经历一种合作、对话、探究的专业体验。

不要赋予过多的外在价值，应尽可能追求内在价值。

不要总是以批判者的心态介入。

不要给教师分三六九等，教师工作是一种复杂的活动。

不要希望用一种“死”的量表去套所有“活”的课。

这本书看似枯燥，仔细读来却能让我们弄清很多可能从教以
来一直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如果希望自己的专业水平能有所



提升的话，推荐大家不妨读一读，以听、评课的角度来反思
教学，进行设计，也许也是一种有效且可行的方法。

观察的读后感篇五

看了《课堂观察》这本书，在对听课评课的方法上给了我很
大的启示。

教师听课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全身心的投入，还要有虚怀若
谷的态度。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听，还要看，要仔细捕捉讲
课者的语言和表情，记下他每个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教师
要一边听。一边观察思考。教和看两方面要兼顾。看教师的
教法学法的设计，也要看学生课堂表现，参与的情绪，学习
的习惯。看教师的精神是否饱满，教态是否亲切，教学组织
的设计，器材的安排是否合理，教法选择是否得当，指导学
习是否得法，处理偶发事件的手段是否巧妙。看学生是否参
与教学活动，感知教学内容，注意力是否集中，思维是否活
跃，练习是否正确积极性是否被调动，师生情感是否融洽，
学习习惯是否良好，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提高等。创
设怎样的教学情境，结合了哪些生活实际。

听课应详尽记录课堂的教学过程，也记下自己的主观感受和
零星评析。“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教学的主要过程，包
括主要的板书要点。记本节课教师表现出的亮点，及值得思
考的要点。教师课堂上的教学思路设计是多种多样的。为此，
评课者评教学思路，一是要看教学思路设计符不符合教学内
容实际，符不符合学生实际；二是要看教学思路的设计是不
是有一定的独创性，超凡脱俗给学生以新鲜的感受；三是看
教学思路的层次，脉络是不是清晰；四是看教师在课堂上教
学思路实际运作哟效果。我们平时看课看到有些老师课上不
好，效率低，很大一个程度就是教学思路不清，或教学思路
不符合教学内容实际和学生实际等造成的。

时间的安排也很重要。讲与练时间搭配要合理。教师占用时



间和学生活动时间的比例也要合理。还需要有学生个人自学、
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作业的时间。

评析教师的教学方法既要看常规，更要看改革和创新。要看
课堂上的思维训练的设计，要看创新能力的培养，要看主体
活动的发挥，要看新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要看教学艺术
风格的形成等。对于名家的课，宜着重领略其教学风格及其
相应的学术思想在课堂的.体现。

教学基本功是教师上好课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评析课还要
看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比如言简意赅，工整美观，条理性强
的板书，明朗、富有感染力的教态。准确清楚，生动形象的
语言。

听课是教师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教师迅速成长的有
效途径。经常听课，有利于总结和推广优秀教师的先进的教
学经验和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