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寻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行动



2/76

何为教学评一致性 ？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教学实践教学实践

      教学评价教学评价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课程对评价的影响课程对评价的影响
是应然，而评价对课是应然，而评价对课
程的影响是实然。程的影响是实然。



一致性

去哪里？----目标

如何去？----实践

到哪了？----评价

教-学-评一致性

    清晰的目标清晰的目标是“教－学－评一致性”的前提和灵魂。



①    一是指教师在特定的课堂教学活动中，
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对学习的评价
应该具有目标的一致性；

   二是指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与学业
考试的命题应保持目标的一致性。



       课堂评价：不是一个相对完整

的教学阶段终结时实施的活动，
不是孤立与教学活动之外的独立
环节；
    而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不断地检测学生的学习
进程，不断地对学生进行评价，
同时决定调整教学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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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学当时的想法是：通过教学评一
致性研究来撬动课堂教学改革？

               评价更多的是指向于课堂评价。

    2.中学当时的想法是：通过教学评一致
性研究提升学业质量。
       

             评价更多的指向于学业评价。
   

一、为什么要做教学评一致性研究？



一、为什么要做教学评一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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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发展的需要

2.区域教学的需要

3.教师素养提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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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习目标与学习内容不一致

②学习目标与评价目标不一致

③学习内容与学习目标不一致

    “ 教了都不考” “教与不教一个样”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句话充分暴露出评价的内容、指标与教学的内容、教学

的目标高度不一致，这需要我们充分考虑评价的导向功能，

让评价触发教学的改革。学习评价是为了真实地了解、测

量学习成效，为促进学习服务的，不单单是为了彰显学习

的成就，不能引导学生为显示成绩刻意地表演。

2.区域教学的需要



          课程、教学和评价这三者是影响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
三个外部因素，三者密不可分。随着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渐
分化为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专门领域，且各自有系统化的独
立研究。在当下，我们以为这三者应当进行整合与重构，并
服从于“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

   在教育部颁布的2017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数学、英
语、化学、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课标理念和实施建议中都提到
了“教、学、评一体化”。如果挖掘学科理论的内涵，“教、
学、评”一体化又是应对课程、教学和评价的整合与重构的
必由之路。

   高中化学：(9)注重教、学、考一致性，提供了基于化学学科核心

素养发展的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的原则和策略; (10)提供了体现“教、学、

评”一体化的素养为本的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案例。高中历史：在课程实
施上，进一步改进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评价机制，将教、学、评有机结
合，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提高实践能力，培养创
新精神。

1.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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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教学的需要

小学数学：
     教学设计：照本宣科、缺乏个性。部分教师还存在抄教案的现象，教
师以自己的经验在左右课堂和学生，教学还是仅仅满足于学生学会知
识，而不是“会学”；教学反思也是留于形式，缺乏针对性的思考，
有的是现象的描述而没有改进的措施。
 

     目标意识：模糊淡薄，效率低下。披着生本的外衣，“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儿就到哪儿”，课堂教学缺少明确的目标意识，从而导致大量
低效甚至无效的课堂生成和反馈，目标达成度低。



①教师对课程标准认识不够

②教师对学习目标定位不准

③教师对教学评价认知不足

3、教师素养提升的需要



   在一定范围内，教师的核心关注点还是在于如何处理教

学内容、如何采取合适的学习方法、如何安排教学的环节等等。

教学目标是课程专家的事情，课标上、教学用书上都写在了，

教师要做的是抄过来就好，很少有二次的分解，甚至于有些老

师都不看、不写教学目标；

   教师对于学业评价更是不会涉及，普遍认为那是教研部门

的事，如果涉及到课堂评价，教科书或教辅都有现成的试卷和

作业，自己要做的仅仅是批改而已。



        很多老师在撰写教案时，是不考虑教学目标。教案的撰

写直接从教学过程开始，这样的教学设计引发的学习活动，只

是把学习内容进行了分解、梳理、内化。因此充分考虑学习目

标与教学过程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



①教师对课程标准认识不够

          ➱调查课程标准在教师心中的位置调查课程标准在教师心中的位置

例1：问题“你当前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调查结果。



教师对课程标准认识不够

例2：访谈问题 “你是否研读过课程标准”
——有超过60%的受访教师表示只听过专家解读，但自己并未认真研读过课程
标准。

例3：访谈问题“你在备课中最关注的是什么？”
——大多数受访问教师似乎更关注课堂“知识点”的选择以及将之传递给学生
的教学方法改进。



➱更多的教学设计是从教学过程开始；

➱教学目标也是摘抄教学用书，没有针对性的要求，

②教师对学习目标定位不准



➱课堂教学的评价内容单一；

➱学习目标与评价内容不匹配；

 

③对教学评价的认知不足

1.把评价窄化为单纯的练习，由
此推断课堂评价：书上有现成的
作业和教辅练习。

2.终端评价有专业的研究人员编
制的试题。



3.双向细目

1.课标解读
2.目标续写

5.课堂变革

4.命题研究

三、行动研究



三、行动研究

1.课程标准的解读



2.学习目标的续写

三、行动研究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习目标确定之后，教师常常会花费巨大力气

去思考如何设计很好的教学环节，但是对环节设计的意义和目的往往
缺乏深入的思考，从而出现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之间存在
割裂的问题，使得目标的达成度不够高。

    投射到学习者身上的表现上就是，学习者参与了课堂中的一个个
学习活动，但是不清晰自己参与学习活动后的实质性收获，更不确定
自己的学习目标是否达成，或达成多少。



目标设计：
理解一个概念，掌握一定规律，习得一种方法，解决一个问题等等。

应用一定策略，形成一定的技能，收获一些思想。

拓展：作为每一个教师来说，如何如何提升自己设定目标的能力也很关键。一般
来说，同一个领域之间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我们要学会从中去寻
找。

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表现程度



      能力水平依
据布鲁姆提出
的认知水平由
低到高依次分
识记、理解、
应用、分析、
综合、评价六
个层次进行了
修改。



   1.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理解小数的意义，会
读、写小数;知道小数的数位名称及顺序，知道小
数的计数单位及相邻单位间的进率;理解并掌握小
数的性质，会进行小数的化简，能正确比较小数
的大小;会把较大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
单位的小数，会根据要求用“四舍五人”法求一
个小数的近似数。

   2.使学生经历小数意义的抽象和小数性质的探
索过程，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进一步发展数感，
培养观察、比较、抽象、概括以及合情推理的能
力。

   3.使学生经历用小数描述生活现象、解决简单
实际问题的过程，体会小数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
系，增强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意识，树立学好
数学的信心。

1.借助学习一位小数的经验，结合分数来理解两位小数和

三位小数的含义，能准确地读、写小数。
2．知道小数部分的数位顺序及相应的计数单位，知道相

邻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
3．能根据数位顺序表说出小数的组成。
4．结合具体的情境，理解小数的性质。
5．能够利用小数的性质，将小数末尾的“0”去掉进行
化简。
6．会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能理解为什么这样比较小数

的大小。
7．能够利用小数的大小比较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8.能正确地将较大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
数，能解释说明为什么可以这样改写。
9.能体会为什么要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
位的数。 

10.会用“四舍五入”法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一个小数
按照要求四舍五入到个位、十分位或百分位。
11.能理解“精确到百分位比精确到十分位更精确”，能
理解“近似数末尾的0不能去掉”。

单元教学目标
分课时教学目标

单元视阈：分解课程目标



   1.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理解小数的意义，会读、
写小数;知道小数的数位名称及顺序，知道小数的计
数单位及相邻单位间的进率;理解并掌握小数的性质，
会进行小数的化简，能正确比较小数的大小;会把较
大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小数，会
根据要求用“四舍五人”法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2.使学生经历小数意义的抽象和小数性质的探索
过程，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进一步发展数感，培养
观察、比较、抽象、概括以及合情推理的能力。

   3.使学生经历用小数描述生活现象、解决简单实
际问题的过程，体会小数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增强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意识，树立学好数学的
信心。

单元教学目标
本课时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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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你能画图表示出0.44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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