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编制的常见问题
与案例分析



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

p一、教学目标的内涵与功能

p二、物理教学目标编制常见的问题

p三、教学目标科学编制的依据

p四、几点建议



一、教学目标的内涵与功能

      美国的课程专家布卢姆〔B.S Bloom〕

说过：“有效的教学始于准确地知道希望到
达的目标是什么，教师所期望的学生的变化，

便是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具体而言，就是用

某种特殊方式，描述在教与学双边活动实践

后，学生应当能做些什么，或学生应具备哪

些特征。〞



〔一〕何谓教学目标

l 教学目标是指在教与学活动后，学习者〔学

生〕行为特征的预期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知

识、技能、行为、态度、情感等方面。

l 它是教学活动的起点与归宿，表现为对学生

学习成果及终结行为的具体描述，或对学生

在教学活动结束时，其知识技能等方面所取

得变化的说明。



小贴士：

l 教学目标实质上是学习目标，也称行为目标。

l 这种行为变化以教学完成时，学生应该到达的

学习水平为标志，具有可测性。



l 物理教学目标是指通过有目的物理教与学实践

活动，教师期望学生所到达学习标准或发生的

行为变化。

1、物理教学目标的定义



2、物理教学目标的层次性

ll 广义的教学目标，包括课程目标、学年目广义的教学目标，包括课程目标、学年目

标、单元〔章节〕目标、课时目标等。标、单元〔章节〕目标、课时目标等。

ll 狭义的教学目标，就是指课时教学目标。狭义的教学目标，就是指课时教学目标。

本讲座所指的是狭义的物理教学目标，具本讲座所指的是狭义的物理教学目标，具

体涉及体涉及??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的课时教的课时教

学目标。学目标。



物理教学目标具有层次性



l “课标〞的内容标准是课程目标的细化，但它

不是详细而有针对性的课时教学目标，因此，

不能以具体内容标准来直接代替相应的教学目

标，而应依据课程目标、具体内容标准、教材

内容和学生实际来设计教学目标。



3、物理教学目标具有全面性



〔二〕物理教学目标的功能

n 导向作用：防止教学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nn 鼓励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nn 评价作用：保证内容达标及时性和针对性



二、物理教学目标编制常见的问题

问题该怎么办
？



教学目标编制的常见问题

n问题一：前后不一

n问题二：缺乏标准

n问题三：层次错位

n问题四：无法检测



常见问题一：前后不一

l 表现：教师备课时，应付检查，漫不经心，没有结合

学情和教材认真编制教学目标，直接从网上或参考资

料上复制、粘贴或摘抄现成的教学目标；在具体实施

教学中，又离开或脱离所抄写的目标，进行教学。简

单的说，就是教师备课时，写的与想的不一样，上课

时，讲的与抄的不一样。

l 后果：直接导致教学目标与教学设计脱节，教学的随

意性过大，缺乏教学目标的达成意识。



常见问题二：缺乏标准

pp 教学目标是一种行为目标。教学目标是一种行为目标。

pp 美国课程专家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认为，美国课程专家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认为，

行为目标陈述的根本要素有四个：行为目标陈述的根本要素有四个：

pp 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和表现程度。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和表现程度。



常见问题二：缺乏标准

ll 缺乏标准的表现之一：行为主体错位，即教师缺乏标准的表现之一：行为主体错位，即教师

习惯于把教的过程或教授的内容作为教学目标，习惯于把教的过程或教授的内容作为教学目标，

把教学目标陈述的主体当作教师或讲授的内容，把教学目标陈述的主体当作教师或讲授的内容，

而不是学生或学习结果。而不是学生或学习结果。

ll 比方：比方：

ll ““使学生树立使学生树立…………观点〞观点〞

ll ““培养学生动手动能力〞培养学生动手动能力〞

ll ““引导学生自学〞引导学生自学〞

ll ““让学生自己读懂课文〞让学生自己读懂课文〞



案例1：声音特性声音特性

l 取材：初中教师常规教学能力调研

l 过程与方法目标

l 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知道影响响度的因素，
并掌握振幅与响度的具体关系。

l 分析：“让学生〞反映了目标的实施主体不是
学生而是教师，没有从学生学的角度来编制目
标。另外，探究问题“振幅与响度〞的因果关
系出现颠倒。



l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知道影响响度的因素，并掌握

振幅与响度的具体关系。

l 改编建议：

         通过手拨钢尺等实验的探究，学生知道振幅是影响响

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并认识到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案例2：声音的特性声音的特性

l 取材：初中教师常规教学能力调研

l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l              培养学生注重事实，尊重自然规律态度；

l              培养学生热爱世界，热爱科学。

l 分析：“培养学生〞反映了教师没有把教学目
标的主体定位为学生,教学目标是行为目标,行
为的主体应当是学生.



常见问题二：缺乏标准

ll 缺乏标准的表现之二：行为动词缺失

ll  即只列出了教材的主题、原理或概念，

看不出是教学目标，疑似教学重点或知识

点，这样的教学目标没有明确学生学习后

到达什么样的行为变化。



案例1：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l 课标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初步认识声音产生和
传播的条件。

l 知识与技能目标：声音的产生与传播条件.

l 改编建议：

l          通过观察音叉敲击和鼓面振动等具体的实验，

知道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

l          通过观察真空铃声实验，认识到声音传播需

要一定的介质〔条件〕，即真空不能传声，并初
步认识到声音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中传播速度一
般不同。



案例2：声音的产生



常见问题二：缺乏标准

ll 缺乏标准的表现之三：行为动词不当，即缺乏标准的表现之三：行为动词不当，即

ll 要尽量防止用要尽量防止用““懂得〞、懂得〞、““提高〞、提高〞、““体会〞、体会〞、““

领悟〞等含义不容易确切把握的词，缺乏质与量的领悟〞等含义不容易确切把握的词，缺乏质与量的

规定性，很难操作和测量。比方：提高学生的实验规定性，很难操作和测量。比方：提高学生的实验

操作技能〞。操作技能〞。

ll 具体格式：具体格式：

ll                           一般有一般有“……“……指出能指出能…………〞、〞、

“……“……能区分出能区分出…………〞〞

ll “……“……能说出能说出…………〞、〞、“……“……能比较分析出能比较分析出…………〞〞

等。等。



l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让学生能领悟声现象，培养尊重自然规律态

度；热爱世界，热爱科学。

改编建议:

         通过介绍我国古代编钟等声学成就，渗透一定

的中华文明史的教育,初步的增进民族自豪感。

案例1：声音的特性



案例2：光的色彩光的色彩    颜色颜色

l 课标要求：

l 通过观察和实验，知道白光是由色光组成的。

l 知识与技能目标：懂得光的颜色

l 分析：“懂得〞属于行为动词表述不具体，难
以测量.

l 改编建议：

l         通过观察光的色散实验，学生知道光是由

七种单色光组成。



l 行为动词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的

学习行为和特征，具有外显性的特点，

通俗的讲就是“能做什么〞，这种学习

行为和特征，必须注意明确、可操作、

可测量。

小贴士：



课标局部行为动词的说明1

类型 水平 各水平的含义 所用的行为动词

知识
技能
目标
动词

知
识

了解
再认或回忆知识；识别、辨认事实
或证据；举出例子；描述对象的基
本特征

了解、知道、描述、
说出

认识 位于“了解”与“理解”之间 认识

理解

把握内在逻辑联系；与已有知识建
立联系；进行解释、推断、区分、
扩展；提供证据；收集、整理信息
等

区别、说明、解释、
估计、理解、分类、
计算

技
能

独立
操作

独立完成操作；进行调整或改进；
尝试与已有技能建立联系等

测量、会、学会



课标局部行为动词的说明2

类型 水平 各水平的含义 所用的行为动词

体验
性要
求的
目标
动词

经历 从事相关活动，建立感性认识等
观察、经历、体验、
感知、学习、调查、
探究

反应
在经历基础上表达感受、态度和价
值判断；做出相应反应等

关心、关注、乐于、
敢于、勇于、善于

领悟
具有稳定态度、一致行为和个性化
的价值观念等

形成、养成、具有

注：?标准?中有的行为动词前加有“初步〞“大致〞“简单〞等词，其对应
的水平比原行为动词的水平低。



常见问题二：缺乏标准

ll 表现之四：行为条件的缺失，即：影响完成规定学表现之四：行为条件的缺失，即：影响完成规定学

习行为所需要的条件〔情境〕缺乏明确的表述。习行为所需要的条件〔情境〕缺乏明确的表述。

ll 行为条件，通俗的讲，就是行为条件，通俗的讲，就是“ “ 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条件下〞  ，，

特特  指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特定的限制或范围。一指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特定的限制或范围。一

般对条件的表述有五种类型：般对条件的表述有五种类型：

ll 一是关于辅助手段的使用，允许或不允许使用某种一是关于辅助手段的使用，允许或不允许使用某种

工具，包括：物理工具、仪器、图纸、说明书。比工具，包括：物理工具、仪器、图纸、说明书。比

方：方：““是否可使用量筒或天平〞，是否可使用量筒或天平〞，““允许查阅说明允许查阅说明

书〞；书〞；



案例1：物质的三态物质的三态

l 课标要求：会测量温度。

l 知识与技能目标：会用温度计。

l 改编建议：
             学生会利用温度计，测量常见物体温度，并

能正确读出和记录测量的结果。



二是提供信息或提示。

    包括：资料、教科书、笔记、图表、词典等。比方：

“根据以下图中物理现象，能写出……〞；

“给出一篇短文，能找出……〞

“能根据电路连接，……〞

 “在一组电路图中……〞 

“……在多重选择中 ……〞



案例1：物态变化〔习题课〕

ll 知识与技能目标：能区分不同的物态变化。知识与技能目标：能区分不同的物态变化。

ll 改编建议：改编建议：

ll                       根据提供的一些生活中常见物态变化实根据提供的一些生活中常见物态变化实

例〔学习条件〕，学生〔行为主体〕能区分〔例〔学习条件〕，学生〔行为主体〕能区分〔
行为动词〕不同实例中的物态变化。行为动词〕不同实例中的物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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