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观察后的感悟及启示 自我观察读
后感(优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
感悟如何写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
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观察后的感悟及启示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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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评课，必须
注重对教学思路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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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常规，还要看改革与创新。尤其
是评析一些素质好的骨干教师的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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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观察》这本书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故事分享。
课堂观察的研究与实践，一路走来，编者们有着太多的艰难、
太多的思考和太多的喜。这部分收录了课堂观察大区域合作
体――浙江余杭、北京海淀、于夏银川探索的若干故事，与
读者分享。第二部分：问题解答。专业行动不仅需要经验积
累，而且需要知识基础。编者选择了20个问题，用问答的形
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课堂观察的概念、意义、操作技术与
流程、局限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对教师形成
正确的观念并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范式创新。主要介绍课堂观察工具，从学生学习
维度、教师教学维度、课程性质维度、课堂文化维度等四个



方面进行设计，各种用表形式多样，内容十分丰富，教师可
以从中选择性地利用用表，结合自己工作需要，对用表做适
当的修改和整理，该部分内容具有实际操作的作用和意义，
也是本书的精华部分。第四部分：课例研究。记录课堂观察
活动后，编者撰写自成一体的课例，呈现完整的课堂观察活
动过程。一共编印4个案例，为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提供活
生生的范本，具有借鉴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对“课堂观察”这种崭新的课堂研究方法有
了深入的了解，原本心中的一些疑惑也得到了解答，心中有
了一点感悟：教师在进行课堂观察前必须首先明确课堂观察
的目的。

课堂观察的目的既不是对他人的课堂进行鉴别与改造，也不
是对装饰或者优化自己的课堂教学，而是通过课堂观察来优
化听课人与上课人的课堂教学理念，来提升听课人与上课人
的课堂教学能力，正是借助于对上课人教学专业水平的提升，
借助于对听课人教学专业能力的提高，来实现对上课人与听
课人课堂教学的优化与改造。

观察后的感悟及启示篇二

如何让听课起到最大的效果呢？以往的听课方式就是坐在教
室里看任课教师的表现。我们常常被执教教师渊博的学识，
动人的语言，精巧的设计所打动，很少观察学生的表现怎么
样，也很少去关心这节课目标的达成度怎么样。听完课评课
的时候，大多是说些套话、空话，主要讲优点常常是老师们
的做法，提出意见的也是哪个环节设计得不好，哪些语言不
够贴切，对一节课的评价通常就是“这节课讲得太好
了”，“这节课某个环节是否这样设计更合理”等等，这些
都说明了我们听课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教师单方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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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的听课评课是听课之前要进行课前会议，听课人与上课
人进行课前沟通和交流，对听课观察点与课堂教学设计互相
交换意见，来提高上课人的课堂教学效率。授课老师对本课
的内容，想让学生明白什么?重点、难点在哪里?准备如何解
决?以及学生的分布情况做清楚的说明，听课老师心中有数，
做到有“备”而听，选择自己的课堂观察点和观察位置，课
堂上有目的的观察，从思想上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去。评
课的时候用相关的数据来说话，重理性分析，有助于授课教
师改进自己的教学，也利于听课教师提高自己的授课水平。
评课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进步的过程。

“听课要有观察点，通过课堂的观察点去发现问题，总结经
验，改进教学。”这是我读完《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
课》这本书后最大的收获。以前的听评课总以为课前准备只
是授课者一个人的事情，听课时间一到只要拿着一支笔和一本
“听课笔记”，提着凳子做到人家的教室听就行了，课堂上
只是关注老师的“表演”，而在整个听课过程中，我更像一
个记录员，在搜集老师的讲课内容。听课后对于整个课堂教
学过程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只能对老师的课堂设计作出
大概的评价。而读了《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这
本书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听课观察的载体虽然是“课”，
但关注点却是课堂教学中的“真实问题”，课堂教学中的各
种困惑，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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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中出现的真实问题作出多角度的.解释。

“听课就是为了搜集证据，评课就是基于证据的推断”，我
明白了我们听课所搜集的证据不是为了给讲课的老师品头论
足，更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令授
课者信服。它打破了传统的凭印象评课方式，重证据，用证
据支撑自己的理论和观点。给讲课教师基于事实的依据、基
于数字统计，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听课的老师在用心的品
味与鉴别他人课堂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课堂教学拿出来自我
对比，取人之长，为我所用，从而不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



自己的课堂教学。

我想学无止尽，教同样如此。“教育”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
题。通过阅读《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我又学
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期待课堂观察能真正地帮助我认识自
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定位，提高自己对课堂
教学、对整个教学流程的思考能力，在汲取他人经验的同时，
改进自己的教学技能，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观察后的感悟及启示篇三

本学期拜读了沈毅和崔允漷主编的《课堂观察——走向专业
的听评课》一书，目的是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方法来改善
我校教师听评课的方式，从而提高教师的课堂效益。

《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一书，它是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素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研
究”研究成果之一，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基于理论与实践对话的教学创新研究”研究成果
之一，它是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教
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之一。该书共有四个
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故事分享”。记录了浙江省余杭高级
中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联手，在课堂观察的
研究与实践中所经历的思考，所经历的喜悦，所经历的不平
凡的历程；第二部分“问题解答”。该部分选择了20个问题，
用问答的形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课堂观察的概念、意义、
操作技术与流程、局限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
三部分“范式创新”。这一部分的核心是《课堂观察框架
（第三版）》和部分观察与记录工具，这是该书的精华部分，
也是该书的创新。第四部分“课例研究”。该部分呈现了完
整的课堂观察活动过程，它是课堂观察研究的实践层面意义
上的延伸。

读完这本书，我对“课堂观察”这种崭新的课堂研究方法有



了深入的了解，原本心中的一些疑惑也得到了解答，心中有
了一些感悟。课堂观察，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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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观察是一
线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要求观察者带着明
确的目的，直接从课堂上收集资料，并依据资料作相应的分
析、研究。

如何让听课起到最大的效果呢？以往的听课方式就是坐在教
室里看任课教师的表现。我们常常被执教教师渊博的学识，
动人的语言，精巧的设计所打动，很少观察学生的表现怎么
样，也很少去关心这节课目标的达成度怎么样。听完课评课
的时候，大多是说些套话、空话，主要讲优点常常是老师们
的做法，提出意见的也是哪个环节设计得不好，哪些语言不
够贴切，对一节课的评价通常就是“这节课讲得太好
了”，“这节课某个环节是否这样设计更合理”等等，这些
都说明了我们听课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教师单方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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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的听课评课是听课之前要进行课前会议，听课人与上课
人进行课前沟通和交流，对听课观察点与课堂教学设计互相
交换意见，来提高上课人的课堂教学效率。授课老师对本课
的内容，想让学生明白什么？重点、难点在哪里？准备如何
解决？以及学生的分布情况做清楚的说明，听课老师心中有
数，做到有“备”而听，选择自己的课堂观察点和观察位置，
课堂上有目的的观察，从思想上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去。
评课的时候用相关的数据来说话，重理性分析，有助于授课
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也利于听课教师提高自己的授课水平。
评课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进步的过程。

“听课要有观察点，通过课堂的观察点去发现问题，总结经
验，改进教学。”这是我读完《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
评课》这本书后最大的收获。以前的听评课总以为课前准备



只是授课者一个人的事情，听课时间一到只要拿着一支笔和
一本“听课笔记”，提着凳子做到人家的教室听就行了，课
堂上只是关注老师的“表演”，而在整个听课过程中，我更
像一个记录员，在搜集老师的讲课内容。听课后对于整个课
堂教学过程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只能对老师的课堂设计
作出大概的评价。而读了《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
这本书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听课观察的载体虽然
是“课”，但关注点却是课堂教学中的“真实问题”，课堂
教学中的各种困惑，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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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出多角度的解释。

“听课就是为了搜集证据，评课就是基于证据的推断”，我
明白了我们听课所搜集的证据不是为了给讲课的老师品头论
足，更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令授
课者信服。它打破了传统的凭印象评课方式，重证据，用证
据支撑自己的理论和观点。给讲课教师基于事实的依据、基
于数字统计，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听课的老师在用心的品
味与鉴别他人课堂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课堂教学拿出来自我
对比，取人之长，为我所用，从而不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
自己的课堂教学。

我想学无止尽，教同样如此。“教育”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
题。通过阅读《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我又学
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期待课堂观察能真正地帮助我认识自
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定位，提高自己对课堂
教学、对整个教学流程的思考能力，在汲取他人经验的同时，
改进自己的教学技能，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观察后的感悟及启示篇四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
感想，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



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教给学生观察》读后感，
欢迎阅读与收藏。

我们常把观察看作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而苏老则认为观
察是“一种积极的智力活动，是发展智力的途径”。读了这
篇文章，感觉确是：如果你要想做一个有心人，做一个对生
活充满热情的人，首先你必须得学会观察。

教师劳动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在学生的智力发
展中占有何种地位。从观察中不仅可以汲取知识，而且知识
在观察中可以活跃起来，知识借助观察而“进入周转”，像
工具在劳动中得到运用一样。如果说复习是学习之母，那么
观察就是思考和识记知识之母。一个有观察力的学生，绝不
会是学业成绩落后或者文理不通的学生。教师如果善于帮助
学生利用以前掌握的知识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新的.观察，他
就能使学生的“旧”知识变得愈加牢固。苏老很重视孩子与
大自然的接触，他带着孩子们到森林、湖泊去观察生命的变
化，用绘画、写童话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录所见所闻，他
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不同阶段的孩子思维的不同发展。让孩子
们在自然现象面前发出惊叹，发展智力是去自然界“旅行”
的目的。

观察，使我们变得睿智，活跃了我们的大脑，丰富了我们的
生活；观察使我们学会了沉思，在成长的道路上，又增添了
几分成熟；观察，使我们懂得了爱＼理解了爱，就象所有有
生命的物体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分一样，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五彩斑斓。

在生活中，如果不善于观察，就会让许多有用的＂材料＂从
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写起文章自然就费劲了（特别是对于
学生来说）。因而要处处留心周围的事和物。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对人＼事＼物有着不同的
认识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有不同的发现。若用



停滞单一的目光去看待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事和物。

观察后的感悟及启示篇五

作为即将跨入教师行列、在工作中需要不断研究教学的我，
在入门之时阅读了阿瑟里德和韦尔娜贝格曼所著的《课堂观
察、参与和反思》，感到受益匪浅。这本书仿佛是我前进路
上忽然亮起的一盏灯，让我眼前原本模糊不清的道路变得明
亮起来。

里德和贝格曼都是美国北卡罗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教授教学
经验丰富，教龄加起来超过了40年，她们在课堂教学和教师
的培养方面有许多的心得和研究成果，其中《课堂观察、参
与和反思》便是对新教师如何进行课堂观察、开展课堂教学
研究的指导手册。

该书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解实习，通过观察
来学习知识、进行反思非常重要。因此，作者在该书的第一
部分呈现了自己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课堂中得出的经验，以
证实早期一线实习工作的重要性。其中提出教师要对学生和
他们的学习负责，要熟悉自己的学科，并知道怎样教授自己
的学科等都对新教师的岗前实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生
动具体地告诉新教师应该如何观察学校、课堂，作者在第二
部分提供了教师、课堂和学生的秩事性、结构性及反思性观
察的例子和方法，书中的观察技巧可以帮助同我一样的新教
师成为一名严格、客观的观察者。书的第三部分提供了指导
新教师发展成为一名合格老师的反思方法，同时也包括成功
教师运用的许多工具和技巧，这一部分解释了在教师培训中
课堂参与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档案袋的性质、重要
性及其整理和创建。书的第五部分呈现了所有学校观察、课
堂观察等的表格和工具，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可借鉴其中的工
具对课堂进行客观的观察。



在阅读完该本以后，我最大的收获和感受就是作为一名教师，
在进行课堂观察时，要做一严格的客观的观察者，进行有计
划有目标的系统的观察，这样的观察才会是有效的。

我对于做一名“客观”的课堂观察者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要做到立场客观。我们都知道“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诗句，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我们看到的结果通常是
以我们的经验、价值观以及信仰为基础的。书中举了一个很
生动的例子，两个师范学生去观察同一位教师的同一节阅读
课，结果两位学生观察和得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一名师范
生看到了课堂的井然有序，桌椅整齐的摆放，教师提醒学生
不要说话，进行了有效的课堂管理；而另一位师范生看到的
却是老师的冷漠和课堂氛围的压抑，他将教师提醒一位学生
不许画画看作是对这位学生天赋压制的表现。可见，两位观
察者的看法相去甚远，究竟谁的看法是对的，为什么会造成
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两名观察者都没有详细客观地记录
课堂中发生的事件，准确记录其中的细节，就急于凭着自己
的主观认识对课堂进行判断了，这是很无效的做法。

要做到立场客观，一是需要新教师客观准确地记录课堂里发
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教师和学生做了什么，他们的原
话、表情等都做原始客观的记录，而不要急于做于价值的判
断。二是观察需要有特定的目标和程序。课堂观察应该是精
心计划的、目标和问题导向的。新老师应该在事先就确定了
他们要观察什么以及怎样进行观察。作者指出，“若是没有
预设的结构性，观察对新教师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将没有太
大的帮助”。一节课里，发生在课堂里大大小小的事件可谓
林林种种，你可以想象教师在忙着讲课，而这时有的学生在
举手，有的学生在和周围同学讲话，也有的在思考问题，如
果没有目标和计划性，新教师观察都忙不过来。因此，只有
确定了你本次观察的目标和重点，有选择性和针对性，才会
有所收获。三是观察需要是系统的，“系统的观察是长期的



观察，需要观察很多次，而且要在不同的情境中进行”，系
统观察的目标是在一个时间段里尽可能多地获取对教室、教
师、学生以及课程的观察数据。上面例子中，两位师范生对
同一位教师的课堂观察结论迥然不同的`原因之一，就是二人
都只是对这位教师的这一节课进行观察，是很随机性的观察，
没有对这位教师的课堂进行长期的观察，因此，对这位教师
的教学风格、个人素养等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也
是武断的不准确的。

其次，对教师和课堂要进行客观的评判。在进行评课时，现
实中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如听课的人用一节随机抽到的课来
类推该教师其余的课，或用一节精心打造的课来类推该教师
其余的课，都不是客观地认识这位教师课堂教学情况的表现。
由于未对一位教师的课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地观察，最后对
教师的指导和点评也往往是漫谈式、即席发挥式的话语，或
是过于客套，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里德和贝格曼指出，
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要基于所观察的数据，在数据的基础
上得出结论，作客观的评价。

我想起我在过去的教育实习中，也常常犯以上案例中所犯的
错误，对课堂的观察走马观花，重点不突出；有时能看出课
堂中任课教师的长处和缺点，但也是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
并未进行系统的详细的课堂观察记录。很感谢里德和贝格曼
教授的指导，我在将来的听课、课堂观察研究中作一名严格
的、客观的观察者，更多地收集事实，用事实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