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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设计、说课稿、教学实录等文本，是教师对课堂教学预设、整理或反思的书面案例。撰

写案例类文本，要在格式、体例、内容等方面遵循学科教学的基本规范，做到设计定位准确，逻辑层

次清晰，环节衔接得当，问题指向明确，既有应用性，又有利于教师专业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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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s such as teaching design, manuscript of speaking lesson, and teaching cases are written cases that 

teachers presuppose, organize or reflect on classroom teaching. Writing case texts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standards of subject teaching in terms of format, style, content, etc., so that the design positioning is accurate, the 

logical level is clear, the links are properly connected, and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is clear. It is both practical 

and beneficial to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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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说课稿、教学实录等文

本，是教师对课堂教学预设、整理或反

思的书面案例。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撰写这类教学类案例文本是日常教学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广大教师在

撰写时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现状不尽

如人意。那么，撰写此类案例类文本应

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大体说来，教学案

例类文本的撰写，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

题：一是格式，二是体例，三是内容。 

1 格式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格式指语言文字的板式要求。格式

要规范，主要包括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文字书写的准确性，字体、字号、字符、

标点符号选择的合理性，分行、段落、

间距、缩进安排的美观性等等。具体来

说，字体的选择不宜繁复，三到四种就

够了。一般标题字号略大，居中；另起

一行作者署名（大多时候附上作者所在

单位）；标题、作者署名的字体稍加区别，

如标题用黑体、三号字，那么作者署名

就用宋体、四号字；正文主体用宋体、

四号字。写完认真校对，杜绝错别字。

段首空两格，按照中文习惯标点符号不

能出现在行首。 

教学设计、说课稿等是预设，也是

说明，语言表述要准确，内容指向要明

确。正文部分的小标题要分层落实，前

后连贯衔接。如一级标题加粗，用汉字

“一”“二”“三”等表示，缀以顿号；

二级标题不加粗，用阿拉伯数字“1”“2”

“3”等表示，缀以实心点号；三级标题

不加粗，用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1）

（2）（3）表示，不标点。若有四级标题，

则用“①”“②”“③”表示，同样不标

点，以此类推。这样，纲举目张、条理

清晰。 

教学实录是整理和回顾，对教学过

程中教学引导、师生互动情况等完整呈

现，教和学彼此联系，循序渐进。因而，

提示或者说明性的语言、教师的引导、

点拨，学生的课堂参与和思维表现，要

以不同的字体标示，具体可借鉴剧本的

文字呈现方式。 

2 体例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教学案例类文本是对现象、问题及

其解决问题过程的具体呈现，要力求体

例完备，表达清晰。 

教学设计是课堂教学的预设，是实

际操作的教学过程的重要参考，既有所

思、也有所做，前者是依据，后者是落

实。就体例而言，完整的教学过程包括

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设想、教学

目标、教学重点、教学方法、教学用具、

教学时数和教学过程等。笔者建议，刚

开始写教学实录文本时，教学过程、师

生的活动、所要用到的材料、重要内容

的呈现方式等尽量写的详细些，以代替

临时组织的课堂语言；经常写教学实录

文本的教师，可以有所删减，撰写简案。

无论详案、简案，教学目标、教学重点、

难点、教学方法、教学时数和教学过程

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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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课稿即“说课”的文字形式，“说

课”，也就是对课堂教学作出解释和说

明，包括课程如何设计以及为什么这样

设计，具体教学过程怎样展开，选择何

种方法等。总之，说的内容既要有环节

的概述，也要有理论的分析，还要有具

体操作和演示说明。撰写提纲包括说教

材、说学情、说教学目标、说教学重难

点、说教学方法、说教学程序等。教学

程序的介绍可以有针对性地讲究详略，

同时，最好将概述与示例结合起来。 

课堂上教师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学

习过程，点拨学习困惑都以语言形式呈

现。学生提出问题，交流思考所得，反

馈学习效果也多以语言形式呈现，按照

时间顺序如实记录课堂上的师生互动表

现，稍加整理，语言润色，就是“课堂

教学实录”。从这个角度说，教学实录在

体例方面要求最低。正文部分以记录师

生的语言为主，适当的辅以课堂活动的

相关说明即可。其文本形式最为简单。 

3 内容方面要注意的问题 

内容是否规范关乎文本的质量，与

教学效果密不可分，是最关键的方面。

内容的规范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3.1设计定位要准确 

教学案例多是以教师的教为研究

材料、内容，最终落脚点指向学生的

学，设计定位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本位。具体来说，教的环节

设置、问题的提出，都要与设计意图

相一致。每一个教学步骤都是学生可

操作、可完成的。 

比如，《雨巷》一课的教学目标，如

果设计成“分析这首诗歌的意象和意境

的构造及特点”这样的教学目标就有问

题。它只是教学过程重视师生共同完成

的任务，绝非教和学所要达成的目标。 

“快速浏览全文，思考……”，“快

速浏览”是筛选、获取信息的主要方法，

适用于篇幅不大的文本；教学大纲要求

学生在两三分钟内浏览3000字以上的文

本。思考某个较深的问题，这样的任务

不可能完成，教学的要求无法落实。 

3.2逻辑层次要清晰 

逻辑是文本构架的命脉，逻辑不明、

层次不清，文本立论的可接受度会大大

降低。让人看不懂的文本是失败的文本。

在教学设计和说课稿中，关于“教学目

标”“教学难点重点”的定位与表述，不

规范问题比较突出。 

教学目标的设定是综合思考的结

果。教师认真细致地研读文本，切实分

析学生的学情，综合评判，最终确定教

学所要达成的目标，即对教学预期效果

进行概括性描述。教学目标的这种“概

括性”，本身不能轻易被理解。曾几何时，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价值观”被误解、误用；现如今，

“语言构建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

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

理解”被滥用。且不论一两个课时能不

能完成三个以上的教学目标，单说三维

目标、思维学科核心素养本就是三位一

体、四位一体的综合表述，将其生硬肢

解、强行对立，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教学目标的设定是教学整体观的前

提。因为想达成某一教学目标，所以精

心安排课堂活动，确定教学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由此而来。换句话说，将

某些内容作为教学的重点，有利于完成

教学目标。教学重点要毫不含糊的落实，

教学难点则需要教材提供“支点”来帮

助突破。显而易见，教学目标与教学重

难点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层次，前者统领

后者，后者对前者预设任务的解释。随

意从教学目标中抽出一部分作为教学重

难点，无疑是混淆了二者的逻辑层次。 

3.3环节衔接要自然 

教学过程表现为课堂活动的有序展

开，教学环节的设置为活动服务，衔接

自然是必需的。自然，意味着不勉强，

不该有的、甚至可有可无的环节一概不

要。只有对学生学习起积极促进作用的

教学环节才有价值。自然不别扭，前后

关联符合普遍的认知规律。换言之，有

效的教学环节总是出现在最合适的位

置，承前启后，紧扣教学任务，指向教

学目标。例如，绝大多数老师都能认识

到教学情境对于课堂活动的重要性，但

不少教学设计在精彩的导入环节之后，

常常安排“正音正字”的任务。学生靠

着教学情境的刺激，进入良好学习状态

的心理准备刚刚就绪，突然被认读生字

生词的任务打破，其实际影响可想而知。

再如，知人论世对于文本学习很重要，

但是否将它作为教学环节单列，必须考

虑文本的特殊性，不是每一份设计都要

套用“作者及背景简介”的程式。设计

意图不明会导致教学环节的错位。 

3.4问题指向要明确 

课堂学习要解决一系列彼此关联的

问题。问题解决了，也就学有所得。通

过设置高质量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习，

推进教学，才能保证教学效果。尽管很

多有价值的问题是在课堂师生互动环节

中随机生成的，但忽视预设而寄希望于

生成，不但虚无而且随意。就教学预设

而言，显性的设问必不可少，且至为重

要。问题指向明确，意味着对思考范围、

内容有大致的引导或限定，为的是能聚

焦学习的重难点，集中讨论以寻求解决

的方法，大而无当是不应该出现的。举

例来说，“谈谈祥林嫂的悲剧”指向性模

糊；“你觉得祥林嫂有哪些必死的理由”

聚合性要好一些。 

总之，教学设计、说课稿、教学实

录等教学案例类文本的撰写，在格式方

面、体例方面、内容方面有着基本的要

求。明确并遵循这些要求，所撰写的教

学案例类文本才具有应用性，也有利于

教师专业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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