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泗阳县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育站 

活动简报（第十一期） 

 

主办：宿迁市泗阳县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育站 

导师：陈家梅   赵文超  丁爱平 

     成员：李金元 徐汉勇 金红彦 吕小红 李丽 胡敏 朱晓娟 

   许涵 刘雅青 王彩莲 袁晓娟 张慧 李彩婷 王玮 

        张红军 唐宝 程芳 戴慧玮 陈丹 谢中华 陈彬彬 曹翔 

        吴静 刘建中 王苏 周纬 黄婷婷 吴影 孙倩倩 朱泾霞 

如果“自主探究”的春天来了， 

古老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 

这些迢遥的梦。 

我想，等待一朵花的开放， 

应该是这世上最为美妙的事了。 

 



研修主题：课堂基本功培训——演课 

研修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研修形式：(模拟上课)演课+互动交流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师成长，搭建小学课堂教学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 10

月 27日，培育站全体成员在陈家梅、赵文超、丁爱平三位导师的带领下，在泗

阳双语实验小学举行了乡村小学数学培育站第十一次研修活动。 

本次研修活动分为“学员演课”和“互动交流”两个环节。 

演课素材准备： 

素材一:苏教版数学二年级上册第 20、21 页例 1例 2。 

素材二:苏教版数学五年级上册第 59、60 页例 4。 

 

评委老师：陈家梅 赵文超 丁爱平 孙成前 葛致利 宋微 陈祥 唐波   

 

一、什么是模拟上课（演课）？    

  “模拟上课”与“真实上课”的主要区别是

没有学生的直接参与，也就是说整个过程是教

师在唱“独角戏”，它要求要教师作好充分的

预设并在相应的学生活动环节中巧妙过渡。 

跟说课相比，“模拟上课”它更侧重于教

师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反映，因此也更适合

当前的教改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将个

人备课、教学研究与上课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

的教研活动，突出教学活动中的主要矛盾和本质特征，同时又能摒弃次要的非本

质因素，使教学研究的对象从客观实体中直接抽象出来，具有省时高效的特点。

它把传统的说课和上课合二为一、浓缩并结合、展现了教师的综合素质。所以说

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     

模拟上课有这几种形式： 

第一，“独角戏”。这种形式都用在评比性活动中，没有“学生”只有教师，

要求教师表演不同的角色，达到上课效果； 

第二，“互动式”。这种形式往往用在研

讨活动中，这时听课老师人人变成了“学生”，

讲课教师的提问，由听课老师回答，有时为了

达到教研探讨的目的，这些“学生”会故意“刁

难”老师，提出一些让老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从而“考验”上课老师的应变能力，在模拟上

课的过程中常常会有思维的火花闪现，同事之



间针对一个问题会展开热烈的讨论，而这些问题都是平时上课经常遇到的，所以

就更有针对性。 

二、如何使模拟上课（演课）上的脱颖而出：     

   1、要找准身份。 

模拟上课没有面对面的学生配合，完全靠教师自编自演。不但要演得有板有

眼、像模像样、生动有趣、形象逼真，而且要能够比较全面地体现该教师的教学

理念新、教学手段佳、教学评价当、教学机智灵活等多方面的素质，首先幽囚教

师找准身份，这是上好模拟课的关键，上课者是老师，评委是学生，重要的内容

可换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用学生的语气说出学生的。忌照本讲解，目中无“生”。

教师按照准备好的教案按部就班讲下去，没有预设，没有对话，自言自语，眼前

没有学生，心中更无学生。这课堂是上给评委听的，目的就是想在评委面前展现

自己的教学才能——课堂为谁服务？试想，教学不面向学生，目中无“生”，你

还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吗？    

   2、要有清晰、新颖的教学思路。     

模拟上课在新课改的背景下、环境中，必

须要体现新的理念，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要

有清晰的教学思路，情境创设需直观，问题要

突出，几个主要问题的解决过程要实效。最好

能清楚地展现预设如何做，可能出现各种不同

的学情，巧妙地抓学情进行教学，生动真实地

模拟上课的片断，重点要突出，理念要先进。

特别是在竞赛中，同一课题只有新中更颖，才

可能达到出奇制胜，脱颖而出，得到较好的评价。忌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如果

一堂课的容量太大了，但又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每个教学环节的教学就显得很

仓促，没有让学生把内容读熟学透，都是蜻蜓点水，一晃而过。     

   3、要把握好时间。 

模拟上课的时间通常只有 15分钟，画龙点晴，通常选精华部分来模拟，要

创设有效、实用的引入，开门见山也可以了。2至 3分钟引入后就马上进入学习

新课的内容，巧妙地模拟学生获得知识过程。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够深刻、生动地

让听说者听得明白、听得清楚，理解所说。     

   4、模拟上课时。 

老师一上讲台就要有充分的自信，给别人

的第一感觉是这个老师精神状态不错。然后你

开始像正常上课那样进行，话不一定要多，但

是每句话每个字都要说清楚响亮，而且最好要

有停顿和变化。尽量避免出现无意义的行为或

胆怯的表现，而且不要有过多的口头禅。课堂

的生命是什么？是情！是学生的学习热情，是



教师投身课堂的激情。然而，在模拟课堂上，如果教师没有一点感情，说话声音

很轻，语调平平淡淡，似乎是催眠曲。教师没有感情，又怎么能调动学生的学习

情趣？死气沉沉的课堂会有什么教学效果？     

5、模拟上课最难处理的就是师生互动环节。 

因为这时候没有学生的配合，那教师怎样解决抛出的问题或者后面的环节过

渡呢？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教师模仿学生的说出学生的回答，二是用一个

短停顿表现是学生的活动，然后用教师自己的话来进行后面的内容。比较倾向第

二种方法，因为这更符合模拟上课的要求。

第二种方法具体操作的时候，又分两种情况，

有的学生回答语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比

如简单的问答式，只要教师给予停顿就好了，

而有的内容是要求学生给出的是课堂教学的

重点或者是教学目标，这时候教师就应该自

己巧妙地把这话说出来，比如“正如刚才同

学们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了……”比如：交

流时该注意些什么？交流时该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该如何吸纳别人的建议？

有不同意见时该怎么办？小组内的分工怎样……教师就是简单地讲一句：下面进

行小组讨论吧。交流好了也是说一句：嗯，大家发言都很积极，很好！就这么匆

匆而过，也没有进行总结，当然也没什么引导和启发，小组合作学习，有名无实，

形同虚设。 

活动图片锦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