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您觉得成人教育的特
点是什么？

徐杰 ： 在为成人提供培训
时， 我们的落脚点要在提升公民
意识上， 成人教育不是以传播理
论为主， 而是以改变技能为主，
成人教育突出的不是 “知” 而是
“道”， 这就非常考验教师功力，
因为想要吸引成年学生的注意很
难， 他们对知识有固有的判断，
他们在听讲时是 “挑刺式” 的。

记者： 您认为从事成人教育
的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徐杰： 基于我们多年的研究
和从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 一名
优秀的成人教育老师要满足五项
需求， 包括： 礼仪、 形象、 情景
感、 知识和技能， 缺一不可。 前
两项指的是老师的言谈举止、 穿
着打扮， 这是老师给学生的第一
印象。 后三项是老师的基本功，
老师能不能把知识深入浅出、 生

动准确地传达给学生， 是十分重
要的。

依据我多年的经验， 开展成
人教育要更注重实用性， 如果老
师教的东西学了马上就能用， 那
么， 这名老师就更容易得到学生
的认可。

记者： 具体到这次赛事， 每
名老师只有15分钟的展示时间，
您觉得这能充分考察老师的各方
面素质吗？

徐杰：在比赛中，每名老师带
来的肯定都是他课堂中最精华的
部分，是精心准备过的，我们会从
形象、演绎、内容、互动四个方面
来为参赛的老师们打分。 但这四
个考察点并不是独立的， 在实际
操作中，它们是互相牵连的，一名
教师想在短时间内抓住听者的痒
点、痛点，这对老师来说无疑是个
考验，作为评委，我们也基本能看
出一名老师的综合素质。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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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助老师突破教学“冰点”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第九届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侧记

“我就想第一个上
呢 ， 嘿 ， 正合我意 ！”
10月27日 ， 首都职工
素质建设工程举办第
九届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 ， 赛前 10分钟 ，
16名选手以抽签的方
式决定参赛顺序 。 来
自房山区成人教育中
心的牛庆军老师 “幸
运” 地抽到了第一名，
对此他不但没感觉倒
霉 ， 反 而 还 有 点 窃
喜 。 他主讲的题目是
《品红茶 鉴赏传统茶文
化 》， 伴 随 着 婉 转 悠
扬的音乐和沁人心脾
的茶香 ， 比赛拉开了
序幕。

“今天我想为大家奉上三杯
茶饮， 大家慢慢地品， 我们慢慢
地聊……” 牛庆军老师不仅身着
唐装， 更把茶海搬到比赛现场。
伴随着他富有诗意的讲解， 三杯
不同风味的红茶由茶艺师端到了
评委和现场观众的面前 ， 一瞬
间， 让人恍惚以为自己置身茶艺
馆， 而非激烈的比赛现场。

“你的讲课内容很有层次 ，
言语十分规范， 总体很好， 但是
PPT有些单调， 不生动， 展示形
式也有待进一步丰富……” 每位
选手展示结束后， 评委会当场进
行点评， 基本都是 “先褒后贬”，

在批评部分言语可谓犀利。
“比赛时我一直看着时间 ，

恐怕超时， 这也分散了我的一些
注意力， 并没有发挥出我的最好
水平。” 结束比赛后， 牛庆军显
得有些意犹未尽。

第四个登台展示的教师是来
自中关村学院的肖三喜， 他的参
赛题目是 《楷书基本笔画的写
法》， 教授时他对欧阳中石先生
提出了不同意见， 并在现场摆上
笔墨纸砚， 展示了用笔方法。

“你讲的课很好， 所以我想
多跟你说几句。 你的课很容易被
接受， 即便是初学者， 也能听得

明白， 而且你的讲课方式很有亲
和力， 让人能听得进去。” 接着
评委话风一转说道： “不过你在
现场演示时， 准备的纸有点小，
后排的观众可能会看不清楚。 另
外， 你的课互动性不强， 比如在
讲用笔方法时， 你可以带着大家
一起做动作 ， 在空气中练习书
写， 这样更能加深听者的印象。
最后还想对你说一句， 欧阳中石
先生是我的老师， 我很敬重他。”
评委犀利中不乏幽默的言语， 引
来现场阵阵欢笑。 肖三喜老师当
场表示， 评委的意见很中肯， 令
他十分受益。

素质工程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为满足各行业职工思想道德、科
学文化、 技术技能等方面的普适
性需求， 素质办每年都在调研的
基础上， 定向研发符合职工需求
的课程， 联合各级工会组织职工
参加培训， 同时依托培训工作站
点实施教学，开展通用能力培训。

为了切实提高素质工程课程
的质量，近年来，加强兼职师资队
伍的系统化建设， 力求培养一批

能了解基层职工需求、 能承担职
工教育培训的、 热心于公益性事
业的师资队伍，形成了以“师资征
集、师资培养、师资推荐、师资评
价” 为四大主线的建设与管理机
制 。 如今这个平台已经拥有近
1600名教师， 供全市企事业单位
共享。

“我们从2008年起素质工程
每年一次的教师教学基本功大
赛， 为教师们搭建了汇报教学成

果、 交流教学经验、 展示教师风
采、升华教学理念的平台。”该负
责人说，每年6月，由各站点自行
组织教学基本功大赛初赛，随后，
素质办会举办教师训练营活动，
帮助其全面了解新的教学手段和
方法， 并邀请专家对教师给予指
导，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11月左
右， 各站点选拔出优秀教师再来
参加全市层面的教学基本功大赛
决赛。

从2012年到房山区成人教育
中心担任教师以来， 牛庆军一直
专注于茶文化的研究和讲授，“我
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看茶文化方
面的书，不断给自己充电。”牛庆
军说， 茶文化想要讲好并不是件
容易的事， 因为它涉及陶瓷、插
花、音乐、书法等多个领域，这就
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具有深厚的文
化功底，才能为学生带来“芳香四
溢”的讲解。

近几年来， 牛庆军还多次深
入基层，为一线职工讲授茶文化。
“我们学校和房山区总工会合作，
开展了一系列大讲堂活动， 光今
年， 我就已经为基层单位讲了10
几次课了。”牛庆军表示，对中国
人来说，“茶” 是融入他们生活中
的一部分， 所以他希望能通过自
己的讲解， 让更多的人懂得茶的
种类、饮法以及禁忌等知识。

来自延庆开放大学分校的教
师吴凤兰已经参加过四届教师教
学基本功大赛了， 她坦言自己对
这项赛事有点“上瘾”。“就算不参
加比赛， 我也愿意过来看看，每

次， 坐在台下听别的老师比赛对
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 一种收
获。”吴凤兰说，她从2004年开始
从事成人教育， 十多年的教学工
作让她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她
也深感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瓶颈，
很难实现自我突破， 直到她遇见
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这个平台。

“比赛时间只有15分钟，每名
老师展示的都是讲课中最精华的
部分， 这本身就是一次学习的过
程。平时我们在学校里，大家的教
学任务都很重， 同事间很少有交
流经验的机会， 很难互相取经。”
吴凤兰特别提到， 除了在选手身
上汲取“养分”，评委的点评也让
她受益良多。

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般都
是全天的， 中午给大家吃饭的时
间很有限，但就是这短短的时间，
吴凤兰也没有放过。有一次，她刚
好和一位评委在一张桌上吃饭，
于是， 她把自己在工作中的困惑
和评委讲了讲， 对方听后给了她
几条非常中肯的意见， 令她茅塞
顿开， 直呼找到了工作的 “破冰

点”。“他说得很细，比如制作PPT
时用哪种字体，一页上有几行字，
字号多大 ， 阅读起来才最舒服
等。”吴凤兰告诉记者，对教师来
说，一堂课往往要反复讲很多遍，
虽然熟悉， 但也容易看不到自己
的盲点，这时就需要有个“高手”
来指点一下，“评委的话可能会很
“刺耳”，让人面儿上有点挂不住，
但我明白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
我们提高， 所以我还是很乐意听
一听的。”

吴凤兰作为素质工程师资库
中的一员， 她所服务的对象几乎
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 她所
讲授的通用能力培训课程包括实
用文体写作、高效而快乐的工作、
心理与健康等， 一节45分钟的课
程，她需要花上3个星期甚至更久
来备课。就拿这次参赛课程《公共
礼仪———您坐对了吗？》 来说，她
之前并未讲过这节课， 之所以选
它， 是因为不久后她要开设这节
课， 希望先拿到同行和评委面前
展示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以便
更好地为职工学员讲授。

主办方： 千余教师 供全市企事业单位共享

教师： 受益颇多 对参加比赛这事“上了瘾”

现场： 诗意讲解 观众仿佛置身茶艺馆

评委：

成人教育要注重实用性
———访北京职工教育协会副会长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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