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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教育专业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系列教材:体育微格教学》以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和体育教学的理论
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性、实践性、实用性、师范性为编写原则，在参考了有关微格教学以及课堂教学
技能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体育学科教学的特点，对体育教学技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在各章节中提
供了微格教案示例和评价方案，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帮助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掌握课堂教学的各项
技能，提高体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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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而不仅可以得到上述来自评课者和学生的反馈，而且得到了来自执教者自身的反
馈，执教者可以自己发现教学行为中的优缺点。
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这一反馈无疑是一个强刺激，最能强化行为人的优点，并改变行为人的缺点，
所以在微格教学的评价中所接受到的反馈信息是及时全面的。
 微格教学又是一个受控制的实践系统。
微格教学的评价使师生双方及时全面地获得反馈信息，因而使培训者在有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教学实践
，控制沿着有目标的、正确的方向进行。
 2.理论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 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让学员观看示范录像是对复杂的教学过程的一种形
象化解释。
学员从各种风格的教学示范中得到的是大量有声有像的信息，而这种信息是最易被接受的，因为视觉
神经的信息接受能力要比听觉神经的信息接受能力大得多。
在微格教学的理论学习阶段，学员已经从理论上学习分析了各项课堂教学技能的作用、方法和要领；
在角色扮演阶段又亲自运用了某项教学技能进行微格课的实践；在微格教学的评价过程中，通过讨论
评议，将各项教学技能的理论和实践科学地结合起来，从观察、模仿到综合分析，形成了完整的课堂
教学艺术。
 3.相互交流、促进提高 微格教学通常采用定性或定量的评价方式。
定性评价根据反馈信息，结合课堂教学技能的理论，由小组成员提出各种个人的观点和建议。
微格教学的组织形式已使全组师生成了研究教学技能的知己，每位成员都可以直率地提出意见，互相
取长补短。
微格教学的评价也为执教者本人提供了充分的发言权。
这与传统的评课是不同的，这种评价既不是简单地打分，也不是单看教学实践成绩的高低，而是在整
个评价过程中发挥集体的智慧，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师范生来说，微格教学评议的重点是能让学员对照课堂教学的基本技能要领，看到自己课堂教学
的不足之处，从而加以改进，使自己尽快掌握课堂教学基本技能。
对于有一定经验的中学教师来说，微格教学要求参加培训的教师能发挥个人教学特长。
评议的重点是经验交流，同时在微格教学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之处也将在和谐的气氛中得以解决。
通过评价使本来已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在课堂教学技能的掌握运用方面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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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教育专业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系列教材:体育微格教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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