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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一节课上完了，黑板

上干干净净
熟稔地使用粉笔字， 一节课

下来把黑板写得满满当当， 粉笔
灰甚至沾在教师的衣服上， 这是
过去的课堂每天都有的状态，能
写出工整板书也是教师具备的基
本技能之一。 而现在， 随着幻灯
片、投影仪、计算机、ｉPAD等多媒
体手段在教学中获得广泛应用，
教师们开始习惯制作各种电子课
件，写板书的时间日益缩短，能写
出一笔工整漂亮粉笔字的足以让
人记忆深刻。

记者近日走进部分课堂时注
意到，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教师
们授课时都能熟练地运用多媒体
技术，想尽办法丰富教学形式，一
节课下来图文声形并茂， 板书记
录的往往只是需要学生牢记的关
键词或知识重点。 有的教师一节
课上完，黑板上依然干干净净，偶
尔出现三四个词语。

在某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课
堂上， 一位青年男教师借助PPT
和幻灯片， 把枯燥的管理学理论
讲得妙趣横生， 台下学生忙着记
笔记。他偶尔写下板书，一笔一划
规规矩矩，不成字型，引得几个女
生窃窃私语，“老师这字可够一般
的”，“还不如我写得好看呢”。

黄女士是一家事业单位的中
层干部 ，说起今昔教师的板书
水平， 她有点感慨。“我在海淀读
的小学，启蒙老师是首师大的毕
业生 ，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
看他书写起来非常赏心悦目 。至
今开同学会 ， 大家聊起校园生
活， 老师的粉笔字都是必不可少
的一个细节。老师自己写字好看，
要求我们也要练好字， 对每个字
迹漂亮的学生， 他都会给予鼓励
表扬。那时候，为了写好字，我天
天练习字帖， 还得过市里的奖项
呢。”她说现在和上中学的儿子聊
天，儿子说老师不爱写板书，即使
写也没什么特别出彩的， 有的老
师把粉笔字写得歪歪扭扭， 像小
学生写的。

【看法】
写板书已经不适合

现在的课堂教学
对现在的课堂是否还需要板

书， 学生、 教师和家长的看法不
一。小周今年读高二，她说现在上
课老师们都喜欢用投影仪和电子
白板， 不用像以前那样辛苦地用
粉笔写上一黑板一黑板的题目，
非常省劲。“每次上课老师都习惯
做很多课件，课堂内容更加有趣，
比枯燥地抄板书好玩多了。”

欧阳在一所市属高校读大
一， 她觉得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
成为主流方式， 板书已经不适合
现在的课堂， 无论大学还是中小
学。 “写板书太费时间， 有吭哧
吭哧写的功夫， 老师可以多讲出
几个知识点了。 而且板书形式单
一， 一点儿不立体， 看久了学生
容易疲劳 ， 老师写起来也很辛
苦， 下课还要安排专人擦黑板，
非常不方便。”

苏老师教初中数学兼班主
任，工作责任心很强，教出过本区
中考单科状元。 她备课时习惯参
考海淀、 东西城和几个教育强省
的教案；给学生布置习题前，自己

先做一遍。 在她的课堂上， 会用
幻灯片、 PPT列出重点， 每节课
的体量都很大， 每天忙得脚不沾
地。 她说， 多亏了现在的多媒体
技术， 如果还像以前写板书， 效
率会很低， 无法承载那么多的知
识点。

小学教师孙丽去年刚从师范
院校毕业， 学校对师范专业学生
的书写水平要求很严， 她求学期
间基本上每天都会练字。 但参加
工作后， 她很快就适应了学校对
教师掌握现代教学手段的要求，
板书时间并不多， 觉得青年教师
还是更倾向于多媒体教学。

PPT加快教学速度
学生容易跟不上

宋先生的女儿正在上五年
级， 每天英语和数学课都大量使
用PPT， 女儿觉得PPT图文并茂，
比粉笔字清楚， 而且下课后不用
擦黑板， 但宋先生却有自己的担
心。 “PPT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手
段， 确实很方便老师和学生， 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我感
觉现在的课程内容本来就多， 把
板书改成PPT后， 老师讲课速度
更快。 学生的水平不相同， 好学
生自然跟得上， 可一般甚至差点
的学生就容易跟不上老师的进
度， 记不下来， 影响对知识的理
解 。 最好还是把它作为辅助办
法， 而不是满堂使用。”

赵先生则对电子白板是否影
响孩子的视力有所担忧。 “现在
那么多孩子视力不好， 跟从小看
各种电子产品很有关系。 电子白
板看久了， 视力也会疲劳， 而且
老师制作起来也很费眼睛， 还是
少用为好。”

有着21年教龄的王梅对多媒
体技术成为主流教学手段颇有微
词， “我觉得多媒体形式太花哨
了， 用多了让学生眼花缭乱， 很
难抓住本节课的重点。 如果这些
在课堂上用的时间长了， 学生容
易跟不上老师的思维， 给老师和
学生发挥的空间也缩小了， 不是
好事。” 她说老师在板书的过程
中能够突出重点， 帮助学生进行
思考， 与老师同步。 但是同事中
有着与自己类似想法的多为中年
人 ， 青年教师还是喜欢用多媒
体， 这也是年龄代沟客观存在的
问题。

【经验】
北联大：基本功比赛

首次设立板书单项
北京联合大学今年举办教师

粉笔字比赛， 要求全校25个二级
工会自行安排初赛， 优中选优参
加校级半决赛和决赛。 考查内容
包括用楷书写8个字和一首诗 ，
随后用行书或行楷写名言警句。

这是该校首次举办教育教学
基本技能的单项赛事， 目的是引
起全校教职工对板书的重视， 提
升教职工队伍的基本业务技能。
评委打分时， 不仅要看板书的字
体是否优美流畅， 还要考查选手

的书写过程、 仪表体态、 执笔姿
势等综合因素， 特别强调不允许
出现倒插笔现象。

据该校工会透露， 今后， 教
职工教学基本功比赛除了常规的
讲课、 教案项目外， 还考虑安排
钢笔字等单项技能比赛， 从另一
个侧面督促教职工练好字， 为学
生做出榜样。

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写板书纳入继续教育

国际职业教育学校一直看重
对教师基本功的要求 ， 提出板
书、 教案等项目属于教师应掌握
的基本功， 把板书设计纳入教师
基本功比赛的必备环节。 据办公
室主任张荔介绍， 考虑到不同年
龄段教师的板书水准不一， 基本
功比赛时会进行分类， 对35岁以
上教师的板书水平要求更高， 对
35岁以下青年教师偏重考查多媒
体教学水平。 平时工作则把写板
书作为教师继续教育的一项内
容， 计算学分； 同时对教师的考
核也有这项， 要求教师把板书拍
照， 上交教务部门， 板书写得好
有助于评优。

“无论教学形式如何发展 ，
板书始终是多媒体技术不可替代
的， 两者是相结合的关系， 不能
丢弃。” 张荔说， 板书作为教师
职业的传统文化内涵， 应该予以
倡导和传承， 并以此影响和带动
学生重视文化底蕴。

【建议】
多媒体技术应与板

书相结合
北京联合大学教师张选伟认

为， 如今高校教师多半使用电子
课件， 用粉笔和钢笔字的机会少
了， 其实字写的好， 是人的另一
张脸。 字如其人， 写字是一种态
度， 做教师首先态度要端正， 写
一笔好字对教师来说太重要了，
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带动教
师追求美的艺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工会常
务副主席齐天翔教授是教学一线
出身。 他认为， 在当前多媒体技
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 要想回到
以前没有多媒体的年代对教师写
板书的要求， 恐怕很难做到。 分
类别看 ， 对于某些文科类的课
程， 板书的意义不是太大； 但是
对于涉及数学推导的课程和教学
内容， 还是应当使用板书， 这有
助于学生通过推导过程， 加深对
授课内容的理解。

“虽然说多媒体的出现极大
地将教师从黑板上解脱下来， 但
并不是说教师就不需要板书了。”
齐天翔提出， 多媒体课件的信息
量有限、 翻页速度快， 学生反应
不过来 ， 因此有必要辅之以板
书 。 他建议 ， 教师在教学设计
中， 应当有机地将板书与多媒体
结合起来， 多媒体不可能完全替
代板书。 “从这一点来讲， 板书
还是教学基本功的一项重要内
容， 教师不能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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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 电子课件在
教学中得到广泛使用 ，
教师们越来越娴熟地运
用幻灯片 、 投影仪 、 计
算机、 iPAD等多媒体教
学手段 ， 图文声形并茂
地讲解着知识点 ， 写板
书的时间日益缩短 。 板
书 ， 真的要淡出教学舞
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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