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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内外·教师教育】

基于 “ＴＣＡＳＡ” 课堂观察模式的听评课探析

付松锋

（南宁市第三十三中学， 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 常态课堂是青年教师快速而扎实成长的阵地， 然而目前的听评课中普遍存在 “三多三

少” 的状况。 “ＴＣＡＳＡ” 课堂观察模式能提升青年教师在常态课上听课和评课的能力， 促进青年教师

的专业发展。 文章从 “ＴＣＡＳＡ” 课堂观察模式的关联性、 规范性和成长性特点出发， 审视 “教学时

间、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及表现、 达成教学目标的策略和方法、 评价和反思” 五个维度的意义和价值，
并尝试在具体的学科实践运用中促进青年教师听课和评课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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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听课与评课是助推青年教师专业

成长的快速路径， 青年教师听课的质量与效果如

何， 将直接影响到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和专

业水平的提升。

一、 当前听评课的现状

当前的高中教师虽然能积极参与培训和教研

活动， 但对听评课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普遍不足，
能将之进行创造性开发和运用的教师更是少之又

少。 在实际的听评课实践中， 学校的教务部门往

往会提供列有评价量表的听评课本供教师填写。
这些评价量表的设计初衷往往是将常态课以优质

课的要求来做评价， 这样的高标准、 高要求与教

学实际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 目前的高中听评课

存在 “三多三少” 现象： 凭借经验感觉的多， 依

托理论的少； 凭借优质课的评价体系多， 针对不

同课型的评价方式少； 老教师的评价居多， 青年

教师参与评课少。
对此， 思考一种能解决以上问题， 使青年教

师参与评课， 且能有效提高其听课效益的观察模

式很有必要。 目前的课堂观察主要有以教育研究

为主的学院派课堂观察和以教学实践为主的实践

派课堂观察两种。 《课堂观察走向专业的听评课》
一书中提出了课堂观察 ＬＩＣＣ 模式， 即通过课堂

观察的四个要素———学生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教师

教学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课程性质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和课

堂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观察课堂的运行状况以进行记

录、 分析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学生课堂学

习的改善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 ＬＩＣＣ 课堂观察

模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在课堂观察四要素的基

础上， 观察者遵循理论逻辑将每个要素分解成五

个视角， 再将每个视角分解成三至五个可供选择

的观察点。 实施时， 需要建立课堂观察共同体，
通过课前会议 （１５ 分钟）、 课中观察 （一节课）、
课后会议 （至少 ３０ 分钟） 三个环节完成课堂观

察任务［１］。 可见， ＬＩＣＣ 模式虽然有较全面的课堂

观也具有一定的教学实践性， 但对于青年教师而

言存在一定的实施难度和现实困难。

二、 “ＴＣＡＳＡ” 课堂观察模式

为解决青年教师听评课问题， 笔者根据多年

一线教学经验， 设计了 “ ＴＣＡＳＡ” 课堂观察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