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巡视：一个不应被冷落的话题
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教研室　 马伟中

【摘　 要】描述课堂巡视的误区：一是视而不巡，居高不下；二是巡而不周，厚此薄
彼；三是巡而不视，视而不见。追问课堂巡视的价值：一是课堂巡视有利于了解学情，二
是课堂巡视有利于个别辅导，三是课堂巡视有利于习惯养成。追寻课堂巡视的策略：一
是巡而亲之，调适课堂的温度，二是巡而视之，提升课堂的深度，三是巡而助之，拓宽课
堂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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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课堂巡视的误区

　 　 误区一：视而不巡，居高不下
笔者在听课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学生独立学习或是小组合作时，老师却在

讲台前忙着做自己的事，压根儿顾不上走下讲台了解并帮助学生；还有的教师只是一味
地站在讲台前，边思考着下一步的预设，边用目光来回巡视着学生的一举一动。其实不
难发现，这种居高临下式的目光巡视行为，对于发现学生可能产生的错误、出现的困难
一点儿帮助也没有，这也往往造成了教师指导的缺位现象。
　 　 误区二：巡而不周，厚此薄彼

笔者曾就某位老师的课堂巡视作过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惊讶发现整节课她从没走
到教室的最后三排，导致部分学生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其实，课堂上如果老师只是常
在固定的几个点上走动，就会出现明显的巡视倾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对全班学
情的掌握仅仅来自于他所指导的学习个体或小组，容易形成片面甚至错误的学情判断，
也容易造成教师其后教学行为的失当，最终导致整堂课达不到预设的教学效果。
　 　 误区三：巡而不视，视而不见

笔者发现在一些课堂上，当老师安排学生自学或作业后，便只是来回地在学生之间
毫无目的地转悠。这样看起来会给那些想做小动作的学生一个震慑，起到监督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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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课堂巡视的本质要义远非如此，只有把巡视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实
现巡视价值的最大化，这才是教师在课堂巡视中的应然选择。只有教师在巡视过程中
及时了解、帮助、指导学生，才能真正实现以学定教、顺学而教的教学追求。

　 　 追问：课堂巡视的价值

１． 课堂巡视有利于了解学情
陶行知说过：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一言蔽之，关注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内在需

求。课堂巡视，无疑是教师关注学情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课堂上，学生的发现往往会出
乎老师的意料，学生的发言也时常令老师措手不及，直至课后老师才发现学生在课堂上
对所学知识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在课堂巡视中及时被发现，并当场得
到解决。在学生自主活动时，教师若能真正地走到学生中间，察言观色，了解学生情况，
就能在心理上早做准备，根据学生出现的不同思路和结果，及时对教学思路进行必要的
调整。如在教学“认识厘米”一课时，老师要求学生画出４厘米长的线段，绝大多数学生
都是从“０”刻度开始画起，可老师在巡视过程中意外发现，有一位学生的直尺断了，缺少
了“０”刻度，他照样画出了４厘米长的线段。在汇报交流时，老师特意请这位学生说说
是怎样画的，不同的画法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２． 课堂巡视有利于个别辅导
在课堂巡视过程中，老师发现的问题往往是个别的，这些问题如果集体评议、订正，

浪费时间，意义也不大。对于因没有看清要求，或看错数字，或疏忽大意等原因而出错
的学生，教师可以及时向学生反馈信息，作一些适当的提示，让学生去自我检查和发现。
如“再看看题目”，“把数字看清”，“这个结果符合实际吗？”对于因思考不仔细而出错的
学生，教师可以启发他们说，翻课本看看，画个图试试，反过来想想，举个例子验证……
这样通过个别提示，让他们自查失误，学生大多数都能很快地查出错误并进行正确订
正。再如在学生动手操作时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教师可以适时巡视，指点迷津，帮助学
生走出困境。在课堂巡视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关注后进生，经常当面耐心指导，教会
其怎样思考，从而避免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灌输式补习，并且教师要坚持少批评多鼓励，
让这部分学生感到学有靠山，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３． 课堂巡视有利于习惯养成
对于小学教育来说，培养学生专心听讲、勤于动脑、独立思考，并能按时、认真、细

致、独立完成作业等良好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课堂巡视有利于教师时时提醒学生要注
意这些习惯的培养。例如在学生阅读时，教师指导并帮助学生把课本扶正是一种习惯
的培养；在学生写字时，教师可走近个别学生轻轻拍一下他的背，趴下去写字的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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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挺直腰杆；在小组交流时，教师深入某小组认真倾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怎样交流
作出了示范；在学生计算练习时，教师通过课堂巡视及时纠正学生各种不良习惯，如计
算时不用草稿纸，随意地在作业本、书的边缘上演算，或在草稿纸上乱写乱画等，也可以
使一些自由散漫的同学提高计算的速度和正确率，减少一些因为分心而造成的计算错
误。诸如此类的习惯培养，只需我们在巡视过程中稍作留心就可以解决，这看似一个课
堂细节，其实也体现出对学生的一种尊重。

　 　 追寻：课堂巡视的策略

１． 巡而亲之，调适课堂的温度
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动心的深处。课堂上，在教

师、学生、教材形成的“金三角”中，有了情感这个添加剂，就会使教学充满生机与智慧。
因此，教师应该改变“目中无人”的巡视方式，走下那象征着师道尊严的讲台，走到学生
中去与学生零距离接触，用亲切的目光去捕捉学生的视线。教师在课堂巡视时，切莫板
着脸，神情严肃地靠近学生，短距离的接触，容易给学生形成心理上的压迫，继而影响学
习情绪。教师要满腔热情地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对学生的态度一视同仁，不可对差
生冷若冰霜，对优生满面春风。

教师要通过课堂巡视创设和谐氛围。例如有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教师在巡视
中摸一下他的头，给予他胜过言语百倍的“抚触鼓励”，或随机向他提个简单的问题，面
对发窘的他，教师可以重复一遍问题，给他台阶让他回答了坐下；如果有学生做小动作
的时候，在巡视中把他玩弄的东西拿下来放好，他也就会较自觉地坐端正开始认真听；
如果有学生正交头接耳，轻轻叩响桌面，其自会警觉地专注于课堂；如有学生正“全神贯
注”于窗外，教师应来到其身旁，轻轻地拍拍他的肩，用亲切的话语提醒和督促他，让分
心者及时收心。这样，一个关注的眼神，一次温柔的抚摸，一句鼓励的话语，似春风化雨
滋润万物，在细节中传递着爱的信息，这亲近的距离也使得师生在共同的频率上和谐呼
吸。
２． 巡而视之，提升课堂的深度
教师的巡视是为了更好地“深入”学生，拿到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从而以学定教。因此教师的巡视不能走过场，摆样子，需要教师带上一双善于倾听的耳
朵，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在巡视中教师要通过看学生的眼神，
听学生或小组的交流，思学生的疑惑，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捕捉到反馈信息，了解掌握学
情，关注生成性资源，并迅速作出相关的教学举措，做到顺学而教。在巡视过程中教师
的观察、参与、点拨尤为重要。教师可以在不影响学生思维的前提下观察学生的学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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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据倾听中所发现问题，有预见性地收集学生的表现与遇到的问题，再根据实际情
况参与、点拨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大胆尝试，主动探索，将学生思考的脚步引向深入。

在课堂巡视过程中，常常能发现学生出现错误。错误其实是学生最质朴、最真实的
流露，往往是一种鲜活的教学资源。面对课堂巡视时所发现学生的错误，我们需要的是
包容，然后依靠学生之错，稍作点拨，抛错引对，或许能柳暗花明，水到渠成。并且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会生出一些意料之外的课堂“杂音”，会不经意间带出一些很有探讨
价值的问题，许多有创意的观点，也有可能会产生一种与“标准思路”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时候教师不应该呵斥，而应视为“天籁之音”。这时，教师要蹲下身子欣赏学生独特的
心理体验，让他们亮出自己的观点，尽情地发挥，尽情地阐述。教师要善于从巡视中去
捕捉这些“旁路信息”，果断整合信息，善于捕捉学生言行中富有价值的闪光点，继而因
势利导，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开发并转化学生的观点，激起学生新的生成兴奋点，引发更
复杂的回答，实现自我的超越。善于倾听的教师往往能够将学生的“杂音”转化为有效
教学的资源，成为突破教学难点的有效手段，给我们的课堂创造一个又一个无法预约的
精彩。
３． 巡而助之，拓宽课堂的广度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教育集体的同时，必须看到集体中每一

个成员及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关怀备至地教育每一个学生。”这就需要课堂上教师的巡
视指导要顾及全面，而不能停顿于哪一个学生的身上。在巡视时，我们要“勤看点”，既
要看清楚学优生对自学重点的掌握情况，更要看明白中等生、学困生的掌握情况。在教
学中，要关注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要打破传统的“整体”教学观的束缚，注重整体与
个体并重，采用“分层教学”、“分类施教”、“分类指导”。在巡视中培优辅弱，使不同层
次的学生都有所收获，让基础好的“吃得饱”，基础差的“吃得了”，提升优秀学生解决问
题的深度与广度，培养后进生的学习、研究能力。

不少教师在巡视时只注重表现好的学生而很少去关注需要老师“扶一把”的学困
生。其实，巡视时对学困生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被人关注是一种幸福，它让人感觉独
立存在的价值，越是学困生越需要呵护，越是学困生越容易满足。如果教师在课堂巡视
时这些安静的学困生成了被遗忘的部分，成了热闹兴奋的课堂上不被老师关心的陪衬。
那么对这些学生而言，带来的则是旧账未清，新债又增，久而久之，他们对课堂的兴趣必
将荡然无存。巡视时，我们不妨走进学困生，或几句轻声细语的鼓励；或了解学习中的
难题；或解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或轻轻的简短交流。都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让学困
生喜欢老师，喜欢这门学科，使他们能够主动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面对学困生，我
们唯有合理地疏导，适度地点拨指引，方能让学生豁然开朗，从而使他们走上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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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总之，课堂巡视应该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科学有效的课堂巡视不仅能很

好地沟通师生感情，指导学生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还是教师获得信息反馈
的一条重要途径，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从而优化教学过程，促成师
生共赢。因此，在课堂巡视时，教师不要“走马观花”，而要实实在在地对学生进行指导，
做到有的放矢。这样的课堂巡视才有实效，才能成为教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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