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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课堂教学管理能力是教师综合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倡导小组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和实践
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课堂纪律、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课堂教学管理有哪些
有效方法和实用技巧？青年教师应如何提升课堂教学管理能力？课程周刊本期专门就此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母亲 70 岁了，整天在地头忙。
我心疼，又不解。母亲说：“你以为
种了瓜就有瓜吃，种了豆就有豆
吃？”三分种，七分管。浇水、排灌、
施肥、除草、整枝、遮阴、捉虫、打药
水，哪样少得了？母亲说，没有管
理，什么也吃不上。

——题外话里的题中话

课堂管理不等于管纪律
课堂管理不是班级管理。班级

管理是班主任的事，课堂管理则是
每一位走进课堂的任课教师的事。
数学教师要管好数学课堂，英语教
师要管好英语课堂，美术教师要管
好美术课堂。美术教师管不好自己
的课堂，把“捣蛋鬼”拉到班主任那
里去，这是错把“课堂管理”当成了

“班级管理”。班级活动开展、班级
文化培育、班级小干部培养、班集体
建设是班主任的事；课堂纪律、课堂
秩序、课堂氛围则是每一位任课教
师的事。

课堂管理不等于管纪律。管纪
律是问题已经出现，只好以解决问
题为目的，课堂管理则是把问题解
决于萌芽状态，以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为目的。管纪律是为了减小负面
行为的影响，课堂管理则可以增加
学习时间。管纪律要求学生顺从，
课堂管理则要求学生负责任。管纪
律是阻止学生异常的举动，课堂管
理是生成可控的有效行为。管纪律
导致教学流程受阻，学生易产生对
立情绪；课堂管理则是春风化雨，不
影响教学流程。管纪律好比西医动
手术，课堂管理好比中医调理，从而
避免出现大的课堂问题，节省课堂
时间。

课堂管理是教师主导
作用的体现

工人是企业的“主体”，没有
工人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企业
就无法运转。管理层是企业的“主
导”，没有管理的企业是一盘散
沙，迟早要破产。企业的管理者要
做好两件事：一是给工人分配科学
合理的工作任务；二是组织、管
理、激励工人好好完成工作任务。
由此可以得到借鉴，课堂上教师发
挥好“主导”作用也要做好两件
事：一是给学生布置科学合理的学
习任务；二是组织、管理、激励学
生好好完成学习任务。

管理层给工人布置科学、合理
的工作任务，这既是管理者“管理水
平”的体现，也是管理者“主导性”的
体现。教师给学生布置科学、合理
的学习任务，这既是教师“专业水
平”的体现，也是教师“主导性”的体
现。课上布置了学习任务，学生未
必就会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这需要
教师必要的点拨和辅导，更需要教

师有效的课堂组织、课堂管理和课
堂激励。学习任务的设定，教师已
经在备课时完成，因此，教师的“课
堂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课堂组织、
课堂管理、课堂激励。课堂组织、课
堂激励本身就是课堂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课堂管理是教师“课堂主
导”的根本属性。

课堂组织要有工具
课堂伊始要进行课堂组织，课

堂结束要进行课堂组织，课中每一
环节在开始前、行动中、结束前也
都要进行课堂组织。自由读要组
织，齐读要组织，当堂作业要组
织，小组讨论也要课堂组织。每一
次课堂组织都要使每一个学生的注
意力集中，所以课堂组织一定要到
位，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学生。“自
由读”前要组织每一个学生都捧起
书，才下达“读”的学习指令；

“当堂作业”前要组织每一个学生
都拿起笔，提笔姿势到位后，才下
达“写”的答题指令。

课堂组织如何又好又快？我们
学校推行的家常课改革开发了课堂
管理口令、课堂管理手势这两个有
效的课堂组织工具。课堂管理口令
是有声管理，如——师说“说看黑
板”，生说“就看黑板”；师说“书捧
起”，生说“往外斜”；师说“书本合
拢”，生说“左上角”……家常课开
发了一至六年级不同年级的不同课
堂管理口令。课堂管理手势是无声
管理，如：自由读课文3分钟，学生
读第一遍伸出一根手指，读第二遍
伸出两根手指；教师手势抬高表示
音量加大，教师手势下压表示音量
降低……学校推行的家常课改革共
开发了20个课堂管理手势。

课堂激励要有手段
自然状态下，学生的学习状态

很难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课堂需
要激励，学生需要激励。课堂激励

既是课堂管理也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家常课改革配备了三个课堂
激励工具：一是课堂激励印章；二是
课堂管理 Q 币；三是课堂表扬信。
家常课改革要求每一节课至少有
70%的学生得到教师的激励印章，学
生读书、教师盖章，学生作业、教师
盖章，“哒哒哒”的敲章声激励学生
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学生获得的课堂
激励印章可以兑换课堂管理Q币，Q
币可以兑换物质奖品（如抽奖）和精
神奖品 （如自选同桌）。有了课堂管
理 Q 币，课堂激励印章便有了活
力。课堂表扬信，教师只需勾选表扬
项目和签字，从而确保课堂表扬信能
够每周、每月准时发出。

家常课的课堂表扬不说泛化的
“你”“你们”，而要说具体的学生的
名字；不说空洞的“读得真响亮”

“坐得真端正”，而要说具体的细节。
家常课的课堂表扬内容要求有具体的
人、具体的细节、具体的结论，要求
站在被表扬学生的身旁，或搂着学生
的肩膀，或弯下腰眼睛看着学生。这
样的课堂表扬一堂课不少于8次。

用闹钟进行时间管理
效率=任务÷时间。有了家常课

任务单，课堂时间便成为课堂效率的
重要变量。时间需要管理。每一张家
常课任务单都有四个任务，每个任务
都有相应的建议用时。如，任务一的
读“约 12分钟”，任务二的写“约
10 分钟”，任务三的读“约 10 分
钟”，任务四的写“约8分钟”。时间
对应任务，任务对应时间。不同课文
的任务单时间分配也不同。

家常课的时间管理不是教师当堂
随意估算，而是使用计时器。课堂闹
钟是时间管理的常用工具。课堂闹钟
有两类，一个是预设的、电子的、插
入课件 PPT的计时器，每一个学生
都能看到时间在屏幕上一秒一秒地流
逝；另一个是预备的实物小闹钟，挂
在黑板上，必要时使用。家常课上，

当堂作业要设定倒计时，自由读课
文、词语要设定倒计时，如第一课时
的任务一：初次自由读课文 3分钟，
自由读词语1分钟，再次自由读课文3
分钟，都要设定倒计时。家常课要求
一节课用5—8次闹钟。如此，学生的
课堂时间意识增强了，教师的课堂时
间意识也增强了，课堂效率自然就提
高了。

用脚步进行课堂管理
在企业里，总经理走到哪里，管

理就带到哪里。课堂上，教师走到哪
里，课堂管理就带到哪里。教师走到
学生中去，好比干部走到群众中去。
家常课把70%的时间还给每一个学生
读、背、写，教师就有了70%的时间
走到学生中去。家常课要求教师一堂
课至少走500步。

教师的“脚步”有讲究。首先，
从前走到后，可以顺着走；从后走回
前，则要倒着走。管理者的行为要让
被管理者发现，效用才会发生。往回
倒着走，教师的眼睛始终跟学生正面
接触，学生一抬头就能看到教师，看到
课堂管理的存在。其次，教师的走不是
逛街，而是带着任务——放大亮点，发
现和解决问题。教师的走不是匀速前
进，而是有快有慢。看到学生举手，看
到学生发呆，要快步赶过去。再其次，
教师的走不能有固定的规律，不能顺着
教室里的走道，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总经理每天早上9点到9点半绕办公室
走一圈，员工们摸熟了，在这个点“勤
奋”工作，总经理的“走”也便失去了大
部分的意义。

用眼睛进行课堂管理
教师的眼睛所到之处，就是管理

所到之处。我们推行的家常课上，教
师基本不看语文书，基本不看 PPT，
学生读书，教师看学生读书，学生读
PPT，教师看学生读 PPT。教师的眼
睛主要是看学生的。看见小琳扎了小
辫，看见小明穿了新球鞋，看见小新
剪了指甲，看见小琳作业没用橡皮擦
过，看见小明一边挠痒痒一边读书，
看见小新4分钟自由读眼睛像长在书
上似的……“目中有人”的管理既有
人情味，又有针对性。

教师用眼睛巡视全班，要找到需要
提醒或鼓励的学生，巡视结束，马上走
到需要关注的对象身旁。这就是“看全
体的时候要想着个体”。教师走下讲
台，看过两三个学生后，要起身环顾全
班，如无情况，看过两三个学生再环顾
全班。这就是“看个体的时候要想着全
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教师要看学
生的眼睛。课后脑海里留下几双眼睛，
那几个才是真正被“看见”的学生。课
后脑海里没有一双眼睛，那教师要反
思。因为没有看见，便没有管理。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长安实验小学副校长、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语文特级教师）

课课堂教学如何向管理要效益堂教学如何向管理要效益
管建刚

常常有青年教师上完课
后感到懊恼：明明准备很充
分的一堂课，怎么没上好
呢？学生不给力，学生不配
合，教学进展不顺利，教学任
务完不成……其实，备好课
并不一定就能上好课，备好
课只是上好课的前提，而课
堂管理能力也是教师必不可
少的教学能力之一。

课堂管理能力是一种综
合能力，既需要教师的教学
基本功，也需要各种组织管
理技巧。在青年教师专业发
展过程中，我们往往注重对
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培养，
而忽视了教师课堂管理能力
的训练。实际上，一名教师，
专业功底再扎实，进入课堂，
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不能
有效管理和调动学生，教学
往往是低效的。

提升教师的课堂管理能
力，对上好课至关重要。笔
者认为，青年教师可在以下
四方面提升课堂教学管理能
力。

以情感管理激发
内在动力

亲其师则信其道，调动
了学生情感的力量，学生在
课堂才会表现出更强的自律
意识和学习欲望。

一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教育学有一句公认的名言：良好
的师生关系就是教学质量。良好的师
生关系对学生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继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行
为，产生良好的教学效益。建立良好
师生关系，主动方在教师，教师对学生
真诚的爱、主动亲近学生、卓越的工作
能力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把
师爱化为具体行为，学生看得见、感受
得到，对教师自然会生出敬爱。

二是树立起教师威信。教师必须
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威信是潜在
的教育力量。古人云：“有威则可
畏，有信则乐从，凡欲服人者，必兼
具威信。”威是权威、威严、威望，
教师要通过渊博的学识建立权威，通
过严格的管理确立威严，通过高尚的
人格树立威望。信是信誉、信赖、信
服，教师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敬、
爱戴、佩服。

三是教师个人充满激情。没有激
情的教学，如同白开水，再好的教学内
容也没有感染力。听过窦桂梅老师上
课的人，都会被她课堂上的激情与真
诚所打动。她时缓时急，语调铿锵，抑
扬顿挫，一波三折，充满激情，全身心
地投入，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
教师有了激情，感染到学生，他们才有
认知的渴望，才有表达的欲望，才有智
慧的灵动，才会引发学生深深的感悟、
独特的体验。

四是关注关心特殊学生。课堂上
定会有一些学习基础薄弱、注意力容
易分散、心理敏感的特殊学生，特殊学
生的成长定有特殊原因，他们在学生
群体中往往更有情绪感染力，对教师
课堂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特
殊学生打交道，更需教师冷静，采用
更多不同的方法。如果这些学生能被
教师顺利“收心”，在学生中定会传递
正能量，影响更多学生积极参与。

以语言管理调动学习兴趣

优秀的教师一定是出色的语言大
师，有着鲜明的语言风格，语言抑扬顿
挫、有节奏感、有情感。日本作家三好
真史在《教师的语言力》一书中，将教
师的教导语言分为表扬、批评、提问、
鼓励、反向激励五种。从课堂教学管
理的角度，我认为教师要经常使用以
下四种语言。

一是清晰的指令性语言，简洁明
了，让学生知其然。比如，“请同学们
拿出红笔，将笔记记录在课本某页右
下角位置”，而不是模糊地要求“请同
学们抄下笔记”。

二是及时的评价性语言，
特别是由衷的赞美，无疑能给
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注入强大
动力。即使学生表现不好，教
师也应多从正面激励。在课
堂评价性语言中，多给予肯定
和指导，尽量不要批评学生。

三是强化的提醒性语言，
以集中学生注意力，形成课堂
反馈。如有位特级教师课堂
会经常询问学生：“我讲明白
了吗？”“你们听清楚了没？”

四是激趣的情感性语言，
聊聊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引入
一点儿课堂幽默，学生在课堂
上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如在
《牛顿第一定律》教学中，教师
不时使用一些俏皮语言，“牛
顿为什么姗姗来迟呢”“牛顿
到底有没有‘剽窃’伽利略的
成果呢”等，课堂生动有趣，自
然能吸引学生注意力。

以行为管理调节
学习状态

行为管理能力也可以看
作教师课堂上的肢体语言，通
过肢体语言让学生感受到教
师的情感、态度、倾向，从而调
节自己的学习行为，符合课堂
预期。优秀教师的肢体语言
一定是丰富而有感染力的，能
够把学生带入学习场域。

一是注重课堂仪式感。
课堂教学从一个环节到另一

个环节，富有仪式感的举动或者心照不
宣的暗示，如起立坐下、强调学生坐姿和
统一的学习行为要求，不仅有利于集中
学生的课堂注意力，也能帮助学生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是适时巡查。霸占讲台的教师，
往往会脱离对学生的管理。走下讲台经
常性地进行课中巡查，更容易洞悉学生
的学习状态，更能够拉近师生关系，融合
教学内容，也能够及时纠正学生存在的
问题。

三是有意注视。教师语言指令结束
时，通过注视让学生进入课堂状态，是语
言指令的补充；发现学生问题时，无声胜
有声，注视更能直击学生内心。教师要
锻炼出自己或严厉或温柔的眼功，让学
生在教师眼神的暗示中知其然。

四是课中等待。当学生遇到学习困
难时，教师不要急于进入下一个环节，等
待可以让学生思维再深一层；学生犯了
小错误，教师不要急于评判，等待可以让
学生及时反省，也给教师留下处理余
地。教学过程中，当发现一部分学生游
离课堂时，适时的等待可以把他们注意
力拉回来。

五是恰当地使用集体行为。教师可
适时运用齐读、齐答、随机点人、鼓掌、小
组合作等教学方式，学生在集体行为中，
注意力一般会更集中。

以技术管理实现锦上添花

在多媒体技术普及的教学状态下，
教师要思考媒介对课堂组织的有效性。
滥用多媒体，依赖多媒体，有时会分散学
生的学习注意力，影响学生深度思考的
学习状态。如何让PPT、视频、音频等媒
介为教学所用？教师应把握好以下四个
原则。

一是为激趣而用，不应占用太多课
堂时间，例如很多课堂会用视频导入，但
时间不宜超过一分钟。二是为直观而
用，把抽象变形象，有助于学生理解。例
如数学课中可经常使用几何画板动态
图，让学生更好理解位置关系、获得直观
感受。三是为突破难点而用，用得其所，
可用可不用时就不用。四是为强调重点
而用，用得简洁，如关键知识点、知识脉
络图等可使用媒介强化。

课堂管理能力是青年教师走上讲台
的一项必备能力。一名优秀的教师，既
要有出色的专业水平，也要有出众的课
堂组织管理能力。只有在课堂上管理、
调动、激发每一个学生，才能真正上好一
节课。

（作者分别系武汉市光谷第四初级
中学校长、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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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工
作，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
之一。强化课堂教学管理是教学效
果的有效保障。教师要善于把握课
堂教学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及时
进行恰当的点拨与评价，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巧用鼓励信任的眼神。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握关键节点，
通过眼神及时给予鼓励，以增强学
生的学习信心。记得有一个学期，
我接任一个班的数学课，每次上课
时提问，都发现有一个女生总是把
手举得低低的，但当我把目光投向
她的时候，她又赶快把手放下去。
经过了解我才知道，这个学生平时

比较自卑。我暗想，她有勇气举手，
说明想进步，得想办法对她进行鼓
励。后来上课，我看见她举手，就递
给她一个鼓励的眼神，引导她站起
来回答，慢慢地，她在课堂互动中渐
渐找到了自信。

善用赞赏激励的手势。一次我
在教室里监考，发现一名平时表现
调皮的学生答题不错，我很惊喜，就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
指。后来，我发现他的数学解题思
路很独特，叫他上讲台给同学们讲
解，也时常以竖起大拇指等手势激
励他。在课堂教学管理中，教师可
经常运用轻拍肩膀、竖起大拇指、带
领学生鼓掌等赞赏性动作，让学生

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和激励，从而增强
信心，不断进步。

多用褒奖肯定的话语。在教学管
理中，对于学生的课堂互动表现，教师要
善于运用“你的思路真棒”“这个主意不
错”“这个问题回答不错，如果这样回答，
就更好了”等褒奖肯定的话语，让学生从
中看到进步的希望，产生学习的动力，从
而爱学习、勤思考，持续进步。

活用拓展创新性启发。一次在课
堂上讲解生字“鲜”时，我问：“同学
们，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认识这个字
呢？”一个学生回答：“我把它分成

‘鱼’和‘羊’来记。”听到学生这样
回答后，我接着问另一个学生：“你
吃过鱼和羊肉串吗？好吃吗？”“吃

过，很好吃。”“鱼汤和羊肉串都很好
吃，是因为它们的味道怎么样？”“因
为它们的味道鲜美。”经过思维拓展，学
生能长久记住“鲜”字，并理解它的意
思。通过这样的启发评价，学生的思维
被激活了，兴趣也被调动起来了，自然
就能产生不错的课堂教学效果。

优化课堂教学管理，有利于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
于发现并灵活把握课堂关键节点，采取
灵活多样的课堂评价方式，通过自己的
教育智慧调控课堂情绪、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促进自主、合作、探究性教学氛围
的有效形成。

（作者单位分别系四川省广安实验
学校、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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