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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开课本来是为适应各级教研部门的存在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需要，然而公开课正在被异化：

公开课的过度包装；学生的工具化；教育科研的异化。如何克服公开课的异化，还公开课以本来的面目是

我们需要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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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研部门的存在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需要，上公开课或各种名目的赛课活动成了中小

学教师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到了关系其职业生命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重要，所以很

多老师在公开课活动中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的完美无缺：事先演练几遍，就像春节联欢晚会的

排练一样，不厌其烦；布置学生事先背好提问的答案，在上课时能够对答如流，这是初级公

开课的常态。高级一点的公开课则多采取借班上课的方式以便更纯粹地展示自己的教学能

力。 

公开课顾名思义就是公开的课堂。它有光鲜的外表——擅长表演的教师，聪慧的学生，

新异的教学手段和设计；也有沉重的内核——教师的面子，学校的形象，教育部门的政绩，

教育改革的窗口……它与日常的课堂教学相去甚远。那么，公开课是怎样被公开的？它又公

开了什么呢？ 

一、公开课的过度包装 

大家对公开课是怀着很高的期望的，所以包装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包装谁呢？大家普遍

承认的合格人选是那种一进课堂就兴奋的演员型教师。他们年轻聪明，形象好，有激情善表

演，应变能力强。在这样的逻辑下，执教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并不是第一要素，诸如解读教

材、分析学情、课堂调控、学法指导等课堂不可或缺的技能素质都可以暂缓考虑，因为好课

是磨出来的。磨课是公开课打造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在每一堂重要的公开课教学背后，都有

一个强大的智囊团。这个团体一般是由执教者、陪练教师、教研员等人组成的，其中心任务

是“让公开课出彩”。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完成教学内容和学生的两次筛选。 

教学内容的选择有三条标准：既要易于体现当下活动的主题，体现流行的教改思想；又

要发挥教者的长处，让教者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第三是要易于制作多媒体课件，最好要使课

堂的容量显得比较大。 

能上公开课的学生都有这样的共同点：反应快，课上能紧跟老师思路，处处配合着老

师，关键时刻还能提出几点老师轻松就可驳倒的“不同意见”。你让讨论，他们便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你让发言，他们就小手如林。总之，共同特征是善解师意。学生往往是公开课中

变数最大的因素。一般学校从几个平行班中选择好班，如果行不通，那么可以有其它的方法

弥补，比如：课前对学生作些铺垫啊，增加与学生见面的时间进行一些训练啊，更有甚者，

打破原有常态的教学班，将几个班的优生重新组合成一个班来上课。 

那打磨到什么程度才算到火候了呢？这几乎是一件没有止境的事。有老师说：“因为每

次试教都在不同的班级，每次都遇到不同的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帮着磨课的老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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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角度对你精心雕琢。比如教学内容、重点难点、方法、步骤；比如上课的导语、每

个环节的过渡语，对学生的评价语言；比如对学生情况的预设，每种预设教师要有的应对策

略；再比如每个教学环节的时间控制，板书的内容和时机，多媒体画面的呈现方式，音乐的

选择，话筒的声音效果……一直细致到执教人的表情装束一举一动，反复排练，直至以上每

一环节都体现了策划者们的用心为止。” 

前期的工作完成后，大家纷纷激励、安抚、宽慰即将闪亮登场的师生，以期出现精致、

精彩、热闹、顺畅、有趣、生动、花哨……的一幕幕。也有超出预设的突发事件，那么还有

评课这个秘密武器来自圆其说。因为评课人是有身份的专家，又是智囊团成员，足以化险为

夷，把完美进行到底。 

说到这儿，公开课终于走到了谢幕环节。我们暂且放下公开课的价值不说，先来计算一

下一堂公开课在成本上的付出吧。首先是人力上的投入。一般来说，一堂区市级公开课需要

上课教师和为其服务的团队连续奋战一个月左右，前前后后像样的试教不下十次，以每次两

课时计算，仅在课堂上的时间就有 800 分钟，而课后更多的时间就无法计算了。除了时长

上的耗损，还有同一内容不同教法需要的自我调整适应过程。学生一批批换，自己所在学校

的班级学生全上遍了，再借外校的学生上，一个老师在极短的时间内把 500 多个学生一个

个摸熟那是不实际的，那就只能走走场了，不过，就算是面对不同个性的学生操练同样的环

节也有机械重复的疲劳感啊。难怪有很多老师用“煎熬”一词来概括公开课准备过程中的感

受。如果公开课是省级或是更大范围的，那就需要更多地试教、磨，花二三个月、四五个月

或者更长。其次是费用支出。围绕公开课活动有不少服务工作，如做课件、外出学习、请人

磨课，还有聘请专家等等。说它“劳民又伤财”真不过分。 

如此兴师动众地选教师、选内容、选学生，如此精心地打造，换来的是怎样的课堂呢？ 

很多老师都肯定地说，效果的确不同凡响，极其戏剧化！有的课像影视欣赏，有的课像小品

表演闹腾不停，有的课像访谈节目，让人声泪俱下。“公开课有一种展演的感觉。既然是展

演，那就要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显现出来，问题被尽可能地隐藏掉了。”说白了，公开课就

是假课，华而不实。课堂里充斥的是虚伪和矫情，教学是假，作秀是真。 

每次“欣赏”完一节公开课，我都会问学生同一个问题:你们喜欢这节课吗?为什么喜欢? 

    回答一: 

    生:喜欢!因为公开课上不论回答的对与错，老师都不会批评我们。 

    生:很喜欢！！因为上公开课就没有太多的作业了。 

    生:非常喜欢!!!因为上公开课之前，我们都“预习”过了，所以一点都不难懂，上起来

很“轻松”，很“快乐”。 

    学生的回答真实得让我害怕。 

    回答二: 

    生:喜欢!因为公开课让我们学到了许多许多以前没有学到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了学海无

涯。 

    生:很喜欢!!因为上课的老师水平太高了，我们全懂了，我们很崇拜他(她)。 

    生:非常喜欢!!!我们每个人都陶醉了，我们都不想下课了。 

学生的回答虚假得让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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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无忌!童言可畏![1]

学生目睹了教师们弄虚作假的全过程，有在课堂上“炒冷饭”的，有把学生选优拼班的，

有指定学生背好问题答案的，有课上温柔课后痛骂的……在公开课这一特殊的教学情境中，

诚信一次次被颠覆，其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公开课公开的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谎言：言

行一致、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诚实守信是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一个重要的主题，不

可否认，学校在这一主题上花了很多功夫，开展了很多教育活动。但公开课的公开欺骗使得

这一切努力都变成了谎言：老师让我们言行一致、诚实守信，而老师自己却可以如此欺骗！

而且这样的做假甚至欺骗还成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年纪小的学生可能还不能

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还会积极配合老师的这种做法，但不能说在他心灵深处没有留下潜在

的阴影，其结果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认可了这种欺骗，在某一天他们会恍然大悟的！

年纪大一点的学生也许会觉得这没什么，太平常不过了，为了老师、为了班级，他们同样会

在这种课堂上与老师配合默契。到了这种程度，学生实际上已经非常世故！ 

二、被工具化的学生 

公开课是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对象是学生，学生的事是马虎不得的。那我们现在来看

看在公开课的包装过程中，学生都在干什么。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们学校有个老师要上国家级公开课，在准备阶段他班上的学生几乎是被他‘放’

掉的。也就是说，那个阶段他的精力完全集中于公开课的准备。等到他得了奖校门口张贴了

喜报后，他的学生就说，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奖，他不会是开后门的吧。” 

为了公开课，老师把自己所带班的学生给晾晒、给遗忘了，这恐怕是许多孩子的经历。

孩子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对老师的公开课没有帮助的话，老师就会对本班学生敷衍了事，

有的索性连课都不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孩子们是弱势群体，看来还只能吃哑巴亏，很

无奈，而且无法申诉也无处申诉，只好用怀疑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愤怒；家长们知道老师“种

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园”也只好保持沉默，甚至还要站在理解老师难处的立场上平息孩

子的不满情绪，必竟孩子在老师手上，上公开课也只是暂时的，和老师对着干是没任何好处

的。 

有媒体报道:某小学 40 个“好孩子”日前在公开课上尽兴表演，赢得广大听课者一致好

评。但令人痛心的是，该班另外 29 名盼望上公开课的“差生”，却被教师留在班上做作业。

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
[2]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学生被晾在一边是老师无意的遗忘，那么把“差生”“过滤”掉肯

定是一种故意的遗忘了。这种公然地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还“屡见不鲜”，真叫人费解！

在这些教师的眼里，学生只是可以拿捏，可供操纵的工具而已。他们把学生按成绩细分成“优

等生、中等生、差生”几类区别对待。优等生能给老师带来荣誉，地位高，公开课就是他们

的舞台，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中等生成绩平平，只要相安无事、不出岔子就好；“差生”

向来是受歧视的群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司空见惯，而且老师说的话听起来还有道理：“差

生”老是出人意料，在课堂上捣乱，让老师难堪，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技术性的处理”——

比如留在教室里做作业。 

当然，不让“差生”上公开课是比较露骨的做法，还有一种办法隐蔽些，可以起到同样

的效果。一些有经验的公开课教师向“新手”教师也传授过这样的秘诀：“公开课特别是借

班上课，课上你得注意，举手最积极的，手举得最高的，一般不是最优秀的学生，有时甚至

是一些‘差生’！你最好让他(她)推荐最好的学生来读书，来回答，来表演。这样才保险!” 借
班上课前，许多教师会把优秀生的名单抄录了过去，把优秀生的座位安排在自己方便的位置，

做到心中有数。“差生”在公开课有了座位却没有地位，老师的视野里不会有他们，老师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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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积极举手发言，说错了没关系”，心里却想“‘差生’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出什么纰漏”，

所以“差生”只是课堂的摆设而已。 

一位老师高度概括了公开课上的奇怪现象：尖子生的展示、差生的陪听、中等生的呆坐。

这就像影视作品中的“主角”、“配角”和“群众演员”。主角的戏分很多，每个关键情节都

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主角塑造的是正面形象，是讨喜的角色；主角是红花，吸引人眼球。配

角为了映衬主角而存在的；配角在很多时候是反面形象；配角是绿叶，不被重视。群众演员

的命运类似于道具，无名无份，为的只是烘托气氛、营造声势而已。课堂中仿佛再现了影视

剧中场景，教师是导演，思维活跃的学生就是主角，是老师热情赞扬的对象；一些学力较低

的学生就是配角，他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主角们去帮助去示范；而更多的处于中间

状态的学生就充当了群众演员，举举手，友情出演一下。公开课面对的只是一小部分学习上

的领跑者，放弃的却是大多数！ 

透过公开课上对答如流、热闹非凡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老师另一个成功秘诀，那就是

“从 0 起点”开始教学。试想，把符合六七岁孩子认知水平的简单问题给十来岁大的孩子

回答，当然不会有什么障碍。公开课上，孩子们好像总是特别天真，老师也变得特别容易满

足，廉价的赞美“你真棒”、“很聪明” 、“太了不起了”不绝于耳。老师知道孩子们的学习

基础，故意把问题浅化，用一些肤浅的问答作钓饵，完成自己完美的设计；孩子们呢，“拎

得清”老师的意图，表面上很配合地咬饵，摇头晃尾赢取个奖赏，内心里却极为鄙夷，说老

师“幼稚可笑”。大家虚伪地合演着“表里不一”的闹剧，来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 

老师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必定挑选一些学生思维活跃、容易出彩的班级执教。必定在

课前做一些铺垫和训练，一会儿要求学生回去做平形四边形.一会儿又要求做长方体、正方

体，有时还要学生上网查找资料……年级越低，所谓的准备越复杂。除此以外，老师还想尽

办法哄着学生密切“配合”，用五角星、小礼品、交朋友笼络孩子的心，目的是课堂上自己

可以顺顺当当地牵着学生走进自己预先制定的教学框架。 

孩子们的“争气”是老师上好公开课的重要法码。他们有的被晾晒，有的被筛选，有时

被浅化，有时被当作道具……学生在公开课过程中完全被工具化了：排练时学生就像拳击手

击打的沙袋、射击手射击的靶子，忍受着被击打、被射穿的痛苦，为老师的教学技艺提高牺

牲自己；上课时学生就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被老师玩弄于股掌之中，尽情地展示着老师“高

超、魔法般的”的教学技术！学生在这一被工具化的过程中也许浑然不觉、甚至兴高采烈，

但这是最可怕的：负面的影响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也

会自自然然地工具化他人。 

三、异化的教研文化 

既然公开课是以教研活动的名义开展的，那它就必须具备教研的种种要素，也就是说，

它的目标是研究教学过程改进教学。可是从公开课的准备到课后的评课，却很像一场演出。

课前忙着写剧本选演员背台词，课上忙着自己的表演，课后还要忙着推销自己，公开课就是

一种表演文化。公开课上得好的老师教学水平未必很高，他（她）仅仅是“打造”“包装”

后的产物。它混淆了教师的视听，认为好课是可以做出来的，好教师是可以包装出来的。公

开课越是繁荣，教研的泡沫就越多，教师受害也越深。 

公开课与常态课相去甚远，于教学无用，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境，但为什么会受到教

师热烈的追捧呢？我们不得不从教研以外去寻找它的价值所在。 

“一课成功，笑傲教坛。”公开课是青年教师锻炼成长的平台，也是扬名露脸的工具。

如今，有的人拿了公开课为自己添加成功的筹码；有的人凭借一课一举成名；有的人以一课

之成功获一生之永逸。“春风得意马蹄疾”，教而优则仕，教而优而富。拿回大奖，庆功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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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晋级、入党、提干，吉星高照一路顺风。公开课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经济的社会的价值，

“一课成名”也助长了一些人的浮躁。他们靠公开课赚取评优晋级的门票，捞取走上仕途的

资本，或者获得不菲的经济利益。功利浮躁的社会心态进入到学校后，有的老师认为公开课

就是表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导致心理压力过大；有的教师角色定位发生了误差，课堂

上只想展示自我的“才学”，忽视了学生；有的教师只求形式不重内容，只看结果不问过程。

功利的诱惑扭曲了一些人对待公开课的态度，使公开课变了味。  

除去个人利益，公开课还给学校带来特殊的价值，它实质上就是一项面子工程。近年来，

许多家长都感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好课难见，好教师难遇，好学校难求，于是纷纷择校

择师。不管是普通学校还是名校，不管是为了走出生存的困境还是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学

校领导都希望通过面向家长面向社会的展示来提升学校形象。一位经常上公开课的老师说：

“学校把机会给你就是一种认可，这是一种外力，领导的期望会形成暗示：如果你失败了会

带来不利于你的结果。想到这个自己会有点紧张。”正是出于对完美形象的追求，一些学校

和教师精心设计导入、提问、课件、举手投足，甚至于精心导演好学生的表现，以至于不惜

牺牲课堂的真实性，兴师动众，做足了“预设”之功，把教学当成了“秀”，公开课成了“公

演课”。 

人民网载文说，公开课的金牌有多少，与“示范高中”的评估捆绑在一起了。而一旦挂

上“示范高中”的招牌，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学费每生每学期 400 元，捐资助学费每生每

年 3 万元，更多的好处收也收不完。所以，赛课花的是小钱，钓的是“大鱼”。“示范高中”

不停，“名师工程”不止，“公开课”行情看涨…… 

公开课因其公开性，满足了一些教师和学校对功名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的追逐，异化

成功利文化。在执政者的眼里，它又是一种行政文化。人事部门把公开课作为教师晋升职称

职务、评先提优的依据，对教师群体进行等级划分和福利分配。教育行政部门把公开课竞赛

课中取得的成绩作为衡量教研员成绩的标准等等。另外，公开课还作为政绩工程存在着，反

映着此集体与彼集体的较量。所以领导们舍得花大成本大气力去争夺头奖，所以处处可闻见

名额指派、刻意彩排、精心包装。所谓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的公开课，是以行政领导教育意

志为核心的，具有浓重的教育行政色彩。 

这些现象成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上课听课的老师、教研人员、领导都因

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延续着这种规则。把孩子们当工具来操纵或者拉孩子做同谋，只会造就老

于世故的一代。不卸下公开课身上的名利附加，只会让它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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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uct:Public classes are set to adapt to the existenc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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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levels and to meet the need of school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However, it is being alienated. The 

excessive packaging of public classes, student are treated as tools ,t he alienation of education research. 
How to overcome this alienation of pubic classes and reveal its true face is our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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