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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学 - 评”一体化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葛庆海

（南京市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南京 溧水 211213）

摘要：“教学评”一致性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促进了各教学环节的有机统一，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该理

念在教育实践中被不断弘扬和应用。基于“教学评”一致性展开教学工作有助于教师把握教学目标，梳理师生双方的需求，进而更有效地

达成教学目标。本文对“教学评”一致性下初中化学课程教学工作展开研究，首先分析了“教学评”一致性的概念和特点，之后讨论了“教

学评”一致性下开展初中化学课程教学的主要策略，希望能够为教师们提供一些参考，并促进“教学评”一致性理念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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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一致性理念作为一种近年来被广泛肯定、深受广

大教师认可的科学化的教学理念可被引进到教学工作中，推动了

初中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理念教师首先需

要设置初中化学学习目标，开展教学活动，最后通过教学评价为

教与学提供反馈。教师需要把握住本教学理念的特点，关注教、学、

评三者的协调统一，体现新课标要求，最终保证教学活动的科学性、

有效性。

一、教学评一体化的含义

“教学评”一致性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将教学目标、教学

方法、教学评价有机融合的教学理念。该理念认为，教学并不是

一个孤立的知识传递活动，而是教师、学生、评价三者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的系统性活动，它强调课堂教学是动态生成的，关注学

生的个体差异，体现发展性原则。

“教学评”一致性理念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教学目标明确，

强调综合素质的培养；二是以生为本，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将学

生兴趣作为教学方法选择的重要标准；三是教学评价贯穿教学全

过程，突出过程性评价在整合教学活动中的地位，以过程性评价

保证整个教学活动的效率；四是教学评三者有机统一、相互影响。

总而言之，“教学评”一致性理念下，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

学评价是相互影响、有机统一的，通过教师、学生和评价主体之

间的互动，形成以学定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教育格局，最

终助力学生发展。

二、“教—学—评一致性”的初中化学课堂教学实践

（一）明确教学目标，导航教学

“教—学—评一致性”核心在“学”，“教”“评”的目的

都是为学服务。在教学活动开始前，教师应清晰、具体地设定教

学目标，这些目标不仅应包括知识技能的掌握，还应涵盖学生的

思维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在制定教学目标前，

教师有必要深度研读课程标准、教学要求，明确课程内容在整个

化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所体现的学科思想。同时，教师还要

考虑学生的学习水平，基于学生当前的认知能力、思维特征及发

展目标展开教学工作。例如，对于“溶液”一章，在“利用海水

制备生理盐水”这节课程中，教师可以将教学目标设计如下，为

后续的教、学、评提供方向。

1. 完成生理盐水备置任务，并在此过程中总结蒸馏、沉淀、

过滤等基本的实验操作方法（科学探究与实践）。

2. 整理有关“盐的制作”相关资料，了解自古以来制盐方法

的变化，认识古代的盐文化，发展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科学

态度与责任）。

3. 设计粗盐提纯的实验方案，在再次过程中发展实验设计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科学探究与实践）。

4. 通过设计实验检验氯离子的浓度，由定性检验过渡到定量

检测，逐渐建立定量的化学思维（科学思维）。

5. 完成家庭小实验———制作洗鼻喷雾，将化学知识应用于

生活实践中，培养学生应用化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科学

态度与责任）。

（二）评价方案任务化，护航教学

在“教学评”一体化模式下，教师要提前设计好评价方案，

让评价成为教与学活动的导向之一。评价方案应紧密结合教学目

标，围绕教学任务，得到学生在完成整个学习任务中知识、能力、

素养的当前水平和提升情况。

在评价方案任务化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设计一系列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这些任务应涵盖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包括理论知识、

实验技能、问题解决能力等。同时，任务的设计还应考虑学生的

实际水平，确保任务既具有挑战性又不至于让学生感到无从下手。

例如，在“利用海水制备生理盐水”这节课程中，评价方案如下：

1. 观察学生制备生理盐水的过程，分析学生蒸馏、沉淀和过

滤等实验操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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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听取小组报告，分析学生的信息搜集与处理能力以及历史

文化素养。

3. 评价学生设计的粗盐纯化实验方案，分析学生的科学探索

和实际操作能力。

4. 通过交流、评论研制出喷鼻喷雾的实验方案，对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化学知识的理解程度进行诊断与培养。

整个评价方案设计实验观察、小组汇报、小组讨论等，让学

生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全面得知学生的学习情

况，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三）优化教学内容，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协同

基于“教—学—评”一体化，教与学相互配合，教师的作用

在于引导、启发、辅助，学则通过探索、思考、总结等达成。在“利

用海水制备生理盐水”这节课程中，

1. 情境导入

通过影视片段中引入生理盐水的作用，并提出探索性任务：

如何利用海水制作一瓶生理盐水？

设计意图：从生活中的问题入手，将化学知识与生活联系起

来，为学生搭建学习的起点。之后教师引导学生对任务进行拆解，

为后续学生自主实验奠定基础。

2. 蒸馏水的制备

学习任务：蒸馏海水需要哪些步骤？需要哪些工具？

设计目的：回顾以往所学的有关水蒸馏的知识，在特定的情

景下开展实验，加深对制取蒸馏水的认识与运用。让学生认识到，

化学实验与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

3. 粗盐的提纯

小组讨论：古代人是如何生产盐的，他们是如何认识盐的。

学习任务：如何从海水中提取盐？

设计目的：用海水晒盐会让海水中的水分蒸发，然后将海水

转化为饱和的盐水，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盐会慢慢地从海水中

沉淀出来，形成粗盐，然后进行处理，获得氯化钠。

4. 生理盐水的制备

学习任务：配制 0.9% 氯化钠溶液。

学生：（1）计算：求出蒸馏水 99.1 克，氯化钠 0.9 克；（2）

称重：将所需要的氯化钠放入烧杯，用碟形秤称取；（3）称量：

用量筒量出所需要的水量，并将其注入烧杯；（4）溶出：用玻璃

棒搅动，将其溶于水中。

设计目的：在保证氯化钠溶液浓度的基础上，操作天平、滴

管等实验工具，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学习任务：粗盐中的杂质是什么？并与数据相结合，设计用

粗盐制作纯氯化钠的方案。

学习任务：从所给的试剂中选取适合的试剂，将杂质除去。

学习任务：按照实验步骤，选取适当的实验设备，完成实验。

（四）做好课后评价，返航教学

教学评价的价值体现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教学目标

的实现进行反馈、对教学行为进行及时的调整与优化等方面。尽

管在课堂上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指标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比

如：积极主动地回答问题、准确地回答问题、小组合作效率、信

息收集与处理的准确性。然而，由于学生的学习背景、学习风格

和思维风格的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教师

转变评价方法，按照教学目标和评价结果对学习情况进行优化，

让教与学更加协调统一。

学习目标与各个教学环节是相互对应的，这样，教、学、评

三个方面就能找到相应的目标。教学目标与教学、学习和评价并

非是平行的，往往是交叉的。这就需要教师掌握一致性的需求，

提炼出最普遍的规则或要求，使三个要素在学习目标的引导下不

断向前推进，使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教与学的评价三要素的

协同。教师应尽量构建过程性的学习目标，而不是以结果为导向，

从而使教学评三者形成明确的标准。

结语

总而言之，在“教学评”一体化模式下，要确保化学课程教

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教师要对课程标准进行深入的剖析，弄清

楚课程教学要求，对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和发展目标形成清晰的

认识，并与课程的内容相结合。教师要考虑到教、学、评的关系，

以过程的形式表达学习目标，为教学与学习的一致性打下坚实的

基础。在经历了设定教学目标、设计评价方案、优化教学内容之

后，教师们逐渐建立起了层次分明、规范清晰的“教学评”系统，

从而保证了后续的教学活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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