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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板书是教师授课的微型教案，是课堂内容凝练的精华，更是集中学生注意力的有效工具。教学板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课文中
心内容及知识的结构层次，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板书来掌握教师教学的顺序和思维过程，了解教材的重难点。因此，设计和
运用好板书对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板书设计的方法与策略应是教师首要进行学习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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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书设计的含义及作用

1.1�含义

板书设计是教师为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知识而利用黑板以

凝练简洁的文字、�符号、图表等呈现的教学信息的总称。[�]

板书是教师普遍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和表现形式，是

师生在课堂上最简易的利用视觉交流信息的渠道。[�] 板书设

计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动态过程中在黑板上写字 / 绘图的

过程与行为，以及所写的文字、字母、符号、所描绘的图形、

表格等视觉信号。[�]

1.2�作用

板书能够提纲挈领，便于学生掌握知识和复习温故，高

质量教学板书折射出教师的审美情趣和意向，也有利于教师

调控教学节奏和提高教学效率。[�] 板书有助于突出教学重点，

剖析教学难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分析和概括表达能力。

板书恰当与否，直接影响课堂的教学效果。[�] 新颖别致的板

书可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形象直观的板书可以加深

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变化多样的板书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

板书体现了教学内容的精华和教师教学的基本功，是学生有

效学习的途径。[�]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边讲边板书，能使学生

的视觉和听觉相结合，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教师的书写动作

伴随着语言形象、书写姿态和知识内容而扎根于记忆之中，

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板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教学板书不

仅可以条理分明，结构清晰，便于学生掌握本堂课的知识结

构和知识内容，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陶冶学生的情

操，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

2�板书设计的基本要求

板书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板书的设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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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容不得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因此要想充分有效地发挥教学

板书在课堂中的积极作用，就应遵循以下要求。

2.1�条理清晰

如果说教案是教师教学的思路，那么板书就是学生学习

的导引。板书应该突出知识的本质及内在联系，使教材内容

条理化、系统化，因此就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反复推敲板书的

结构层次，使其有条有理秩序井然。板书思路的清晰能让学

生更有针对性地抓住课程重难点，对于语文学科而言，学生

还可以更好地把握整篇课文的脉络主旨。心理学有研究结果

显示，中小学生在一堂课上能集中精力听讲的时间不足 ��分

钟，因而板书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了。如果板书的结构脉络足

够清晰，那么即便是学生走神没能及时听到老师讲述的重要

内容，只将板书抄录下来，也能在课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补救

学习。

而如果板书杂乱无章毫无章法，教师想起一个知识点就

在黑板上写几笔，转眼又想起来一个则又在黑板上毫无逻辑

地信笔随写。这样不仅会使学生思维混乱一头雾水抓不住重

点，而且还不利于学生形成有条理性和逻辑性的学习习惯。

板书是否清晰明了，所影响的对象不只是学生，试想一个老

师如果连写的板书都是思路混乱的，那么他的教学过程必然

不会开展顺利，教学也就不能继续按计划实施下去了，影响

的是整堂课的进度，甚至关系到教师自身的业绩情况。

为了保证板书的条理清晰，教师可以借助箭头等流线图

的符号或总括号等归纳概括的符号，使得板书内容不会过于

杂乱。如《黄河是怎样变化的》这篇课文的板书可以为：

图��来源于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参

用一个循环的箭头形式将黄河为何会变化、变化后对人

类有怎样的危害淋漓尽致很清晰地展现给学生，因果关系充

分反映出板书的条理性及教师思路的清晰。

那种毫无章法地在黑板上胡乱涂鸦的所谓板书，我们当

然要反对，而看似整齐却目的不明的板书也是不足取的。[�]

相比理科老师在黑板上解题时有时会东一片西一片地胡乱涂

鸦，语文教师的板书相对而言更加整齐，至少是大体看起来

还不错。但这并不表明语文教师的板书一定是条理清晰的。

比如，在讲《刘姥姥进大观园》这堂课时，由于《红楼梦》

的人物关系太过复杂，老师一般会在教学导入时，给同学们

对《红楼梦》的人物背景进行一系列梳理，但呈现出来的板

书可能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箭头互相交叉，文字胡

乱穿插在一起，尽管不是随意涂鸦，看起来也是毫无条理性，

不仅没有起到对课文的辅助作用，还会使学生对红楼梦的人

物关系更加混乱，甚至在教师继续讲后面的内容时，学生的

注意力依旧还放在思考这方面上了。

板书是否具有条理性很大程度上是和教师本身是否具有

条理性紧密相关，如果一个教师平时就邋里邋遢生活毫无条

理，东西摆放毫无秩序，那么他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混

乱的，思路的混乱将会直接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因而要想让

板书条理清晰，教师首先就应该从自身开始调整，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捋清思路再进行教学活动的开展。

2.2�简洁明了

设计板书，要提倡简而明，既精又活，反对多而乱，堵

塞学生的思维。[�] 板书不是教参的照搬，更不是课文的抄录，

而应该是教学内容的高度概况。一堂课只有 ��分钟，除了

教师的讲授、提问，还要有学生的讨论和发表观点，可见留

给教师写板书的时间是少之又少的。如果板书过于详细，那

么一堂课下来教师大部分的时间就都用在了板书的书写上，

不仅拖延了课程进度，学生也会因为板书内容过于冗长而奋

笔疾书，却忽略了对教学内容本身的学习。同时，教师忙于

写板书，学生忙于记笔记，将会导致师生之间的互动减少，

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并不会理想。可能有的

教师能做到一边大面积写板书一边还能滔滔不绝讲课，但对

于学生而言，一心二用的学习效果将大打折扣。如果学生只

专注于奋笔疾书地誊抄，可能此时教师无论再讲什么内容都

无法入耳了，如果只专心听教师讲课，那么笔记就会跟不上

进度。因此，对于板书时间的把控就需要教师在备课时用心

斟酌。

板书洋洋洒洒地写一整片黑板，不仅耗费了学生和教师

的体力，还会徒增学生自主复习时的困难和工作量。中小学

生的学习精力本身就很有限，没有必要让他们耗费无谓的精

力来掌握一些非重点知识，教师的板书应尽量凝练精华突出

重点，对学生起到针对性的效用。而且对于低年龄段的学生

而言，他们还不具备自行总结归纳重点的能力，因此就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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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师的板书要简洁精炼，要具有引导作用。板书应像写文

章一样学会留白，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把所有内容都呈现

在了板书上，那么学生就不会去主动地思考，而是只会一味

被动地接受教师喂给的知识，不动脑子地抄录板书。

有的语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想要突出课文中的长难句，

于是就将这些句子全抄在黑板上让学生分析理解。如果在以

前还没有投影屏幕等这些教学辅助设备时，教师这样写板书

无可厚非，但既然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了，直接一张幻灯

片将长难句呈现给学生，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讨论即可，又

何必要浪费时间在简单的誊写抄录上呢？但反之，比如在讲

语文教材中的古文课文时，教师会给同学们拓展一些字的古

意，为了方便和节省时间，很多老师会用课件投影出许多古

意让学生抄录并记诵。对于这些本身就枯燥难懂的知识点，

教师应该带领着学生将其写在黑板上，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

的记忆，并且会使学生更有抄录背诵的动力。

对于高年龄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已经熟悉了听课的方

法和策略，大多能自主把握教师讲授过程中的重点，自行记

录笔记，因此教师可以主要将知识点都放在幻灯片上放映，

一些需要分析讲解的内容再写成板书即可。而对于低年龄段

的学生来说，他们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听课习惯，需要教师的

带领和提醒才会记笔记，如果一味地放映幻灯片授课，学生

可能走马观花看得最后什么都没落下。而如果老师能一边写

板书一边讲课，那么同学们就会按部就班跟着老师一起记录，

进而形成良好的学习和听课习惯。

要使板书做到简洁明了，首先应在不损害课文内容表现

的前提下，对课文语言进行加工再呈现给学生。如朱自清的

《春》这篇课文，板书可以为：

（�）盼春天

（�）绘春天�D. 整体轮廓

� � E. 春草图

� � F. 春花图

� � �. 春风图

� � H. 春雨图

� � I. 享春图

（�）赞春天

简明的寥寥几字，不仅对课文进行了高度地概况，而且

将课文的整体脉络也梳理得很清楚了。

2.3�计划周密

板书设计应在教师备课时就做好了部署安排，板书要写

在黑板的什么位置、写什么内容以及什么时候写都应提前有

周密的计划，最重要的还是板书和授课的顺序。如果教师采

用先板书后讲授的方式，则黑板上就应该先呈现出本堂课的

几个分题或小标题，这种方式比较适合高年级学生或复习课，

使学生在上课一开始就能清楚地知道本堂课的脉络及侧重点，

能尽快进入上课状态。如《小狗包弟》这篇课文，因为它是

一篇记叙文，所以教师可以在上课开始时就将每个部分的小

标题进行板书：（�）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包弟的来路（�）

包弟与家人的七年相处（�）送走包弟（�）歉意。让同学们

再根据这些已经概括好了的小标题去文章中找与之相匹配的

段落，进行详细划分，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整

体把控，而且能使学生尽快进入高度集中状态。

如果教师选择了先授课再板书的方式，则应该先组织学

生进行观察和探索，最后得出结论进行总结性板书，如《我

的母亲》这篇课文，教师可以先让学生通读课文，小组讨论

并分析母亲的形象，最后再将讨论的结果或者教师的点评呈

现在黑板上。如果教师选择边讲授边板书，则应讲一段或是

一个分题就写一句板书，这种方式能更好地使学生集中注意

力，及时记笔记更能加深对知识的印象，同时也能使学生充

分了解课文内容。如《孔雀东南飞》这篇课文，因为是文言文，

所以读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那么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试着自

己读前三段，找出能体现兰芝与仲卿性格特点的句子，接着

教师对这些句子进行引导，让学生概况总结出人物的性格特

征再呈现在黑板上。再让学生自己往后读三段，将课文三段

三段的划分循序渐进将课文讲授完毕。

皮连生在《学与教的心理学》中提到：“人类联想学习

的系列学习中，两端的材料易记，中间的材料受两端的材料

干扰，难学、易忘等。”[��] 因此，可能对学生而言，更能最

大限度地对课堂内容进行吸收、更易对板书印象深刻的是先

授课再板书和先板书再授课这两种方式。

2.4�科学严谨

板书科学严谨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学生今后用来复

习的范本，容不得半点含糊，凡是书写的内容都要保证知识

正确、用词精准、字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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