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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学设计
以“同分异构体”为例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350000 孙艳君
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350103 胡志刚

“教学评一体化”是《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

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倡导的教学策
略。但数据分析与教学评三者融合度不够，研
究的文献极少。数据驱动是通过互联网或者
APP采集数据，将数据分析处理后，对相关知

识进行整合提炼，确定学习目标、教学活动和
评价任务，在数据的基础上经过实践研究形成

“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型。该文通过智学

网、门口易测、钉钉在线检测等方式收集数据，

进行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一体化”的研究，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一、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学设计

（一）学习目标为方向引领

1.课标分析

该教学设计首先对课标进行了摘录和分解，

详细了解教材中活动安排的用意

2.数据收集

（1）课前测试，采集数据

课前测试，题目既要关联旧知，又要体现新

知，简短精炼，针对性强，难度适中，便于操作。可

通过门口易发布纸质试题，学生填涂答题卡，教师

使用手机APP扫描，扫完立即出报告，操作简便，

数据可靠，备课高效。门口易测APP可测选择

题，较适合选择题多的学科。优点：纸质练习，方

便作答，精准快速；缺点：不能测试填空题。使用
方法如下：

第一步，试卷插入答题卡模版

第二步，学生填涂答题卡10道题，约30s。

第三步，教师手机上安装APP，批量导人学生

名单、学号，每学年只做1次，约3min。

第四步，教师手机登录APP，建立练习，设置

题量、答案、分值，约1min。

第五步，教师扫描答题卡，50位学生，约

2min,即出报告。

问卷星，可测选择题、填空题。优点：适合问

卷调查；缺点：不适合考试。

智学网，可测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适合

月考、期中期末考试。优点：可生成错题集、根据

要求组卷、根据需要推送作业。缺点：不够快速。

（2）数据分析，查找问题

数据是制定学习目标的依据。除了反映已知

已会外，还应包括疑点、难点、盲点，

（3）制定对策，有的放矢。

3.学情分析

准确分析课前测数据，查找问题，确定学情。

根据学情制定学习目标。每个班的学习目标因学

情而定，可因材施教

（二）任务驱动的教学活动

教学过程需设计具挑战性、实操性的学习任

务。这些任务既能激发学生兴趣，又能使学生获

得成就感。学习任务须由易到难，符合认知规律，

可以是逐层递进的问题，亦可是具有实操性的探

究活动。

（三）教学反馈的评估任务

评估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评估形式

应多样化，比如教师评估、同伴评估、自我评估、课

堂检测正确率评估、活动完成情况评估、总结性评

估等。评估应反馈及时，便于师生及时发现问题，

调整教和学

（四）教学评一体化设计的思路

课前，通过分析数据，了解学情，确定学习目

标，实现“以学定教”；课中，通过任务驱动式教学

活动实现“精准教学”，在线检测数据一目了然，

便于纠错；课后，通过钉钉在线答题和智学网错题

训练，查找问题，调整教学策略。评价贯穿始终，

动态调整教与学，设计思路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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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为体现课标要求，教材做如下安排：

苏教版《必修第一册》专题四“同分异构现
象”的学习为该课做了铺垫。

该课来自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选
择性必修3《有机化学基础》专题二第一单元第二
课时内容。教材分4部分：

第1部分，为激活旧知，教材安排“温故知

新”。
第2部分，为达成课标中的“能辨识同分异

构现象”，教材提供模型搭建活动，让学生体会碳
原子链接情况；教材提供戊烷、1－丁烯，2－丁烯，

顺反2-丁烯、左旋乳酸、右旋乳酸球棍模型，让

学生观察，认识同分异构体具体类型
第3部分，为达成课标中的“能写出符合条

件的同分异构体”，教材提供方法指引，引导学生

准确判断简单烷烃同分异构同的数目和正确书写

其结构简式。
第4部分，为达成课标中的能举例说明立

体异构现象”，教材提供拓展视野和跨学科链接

（二）学习目标

1.通过“反应停”导人，能区分构造异构和立

体异构。
2.通过搭建模型、观察模型，能准确判断同分

异构体的具体类型

3.通过方法指引，能准确判断简单烷烃同分

异构体数目和正确书写其结构简式。
4.通过阅读，能列举立体异构实例，说明应

用。
（三）评估任务

任务1：情景引人，解释概念，展示结构，学生

能区分构造异构和立体异构。（对应学习目标1）

任务2：搭建模型，学生能解释产生同分异构

体的本质原因；观察模型，学生能准确判断同分异

构体的具体类型。（对应学习目标2）

任务3：阅读方法指引，学生能准确判断简单

烷烃同分异构体数目和正确书写结构简式。（对

应学习目标3）

任务4：阅读交流讨论、拓展视野和跨学科链

接，学生能举例说明应用。（对应学习目标4）

（四）教学流程

1.教学活动设计步骤

第一步，引起注意；第二步，呈现目标；第三

步，激活旧知；第四步，提供情境；第五步，指导学

习；第六步，引出表现；第七步，反馈评价；第八步，

学习检测；第九步，保持迁移。每个活动第四、五、

六、七步必须出现，其他步骤可根据需要省略。

2.课堂活动建立流程

课标分解 一学习目标 课堂活动一一评
估任务

3.具体教学活动安排

【课堂活动1】

第一步，引起注意：

“反应停”视频导人，引起注意与兴趣。（评

估要点：学生注意力是否集中一师评）

第二步，出示学习目标：
PPT呈现学习目标，学生朗读。（评估要点：

学生是否明确学习目标一师评）
第三步，激活旧知：

展示乙醇和二甲醚、正丁烷和异丁烷、金刚石

和石墨、气氛氙4组物质，提问它们之间的关系。

（评估要点：学生是否能区分三同生评。）
第四步，提供情境：

图片展示有机物种类远远多于无机化合物；

模型搭建活动。（评估要点：学生能否对搭建模

型产生兴趣一师评、生评）

第五步，指导学习：

PPT展示探究要求。

①搭建C,H。、C,H、C,Hio、C,Hi2、C,H球棍
模型，观察原子连接情况

②填P28表格。

③交流讨论：是否所有的分子都存在同分异

构体？产生同分异构体现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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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代表展示并回答

（评估要点：学生能否总结出产生同分异构

现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能否理解碳链异构－生
生互评）

第六步，引出表现：

学生流讨论、代表发言。（评估要点：学生能

否通过交流总结出答案，能否正确表达－生评）

第七步，反馈评价。

【课堂活动2】
第四步，提供情景：

展示正戊烷、异戊烷与新戊烷、1－丁烯与
2－丁烯、乙醇和二甲醚、顺2－丁烯和反2－丁

烯、左旋乳酸和右旋乳酸这5组物质的球棍模型；

学生阅读。（评估要点：学生能否通过阅读获取
关键信息一师评）

第五步，指导学习：

PPT展示探究要求

①它们是同分异构体吗？引起这5组同分异

构体的原因相同吗？

②它们哪些属于原子或者基团连接方式不同

导致的构造异构？哪些属于原子或者基团连接顺

序相同但是排列不同引起的立体异构？

③几组构造异构中它们有什么不同？

④几组立体异构中它们有什么不同？
第六步，引出表现：

学生交流讨论、代表发言。（评估要点：学生

能否通过交流讨论总结出答案，能否正确表达一

生评）
第七步，反馈评价：

教师点评、总结、板书。

第八步，学习检测：

学生完成学案上的学习检测，并请代表完成

希沃课件中的搭配活动。（评估要点：全体同学

能否正确判断同分异构体的具体类型－数据分析

正确率）
【课堂活动3]】
第四步，提供情景：
问题情境：C,H2同分异构体有几种？怎样准

确判断烷烃碳链异构体数目并正确书写其结构简

式呢？学生阅读P29方法指引。（评估要点：学

生能否通过阅读获取书写碳链异构的步骤和方法

-师评）
第五步，指导学习：

PPT展示探究要求

①判断烷烃碳链异构体数目分几个步骤？

②减少1个碳原子连接时从什么位置开始连

接？注意什么问题？

②从那边减少2个碳原子注意什么问题？先
怎样后怎样？

第六步，引出表现：

学生交流讨论、代表发言。（评估要点：学生

能否正确判断C,Hz同分异构体数目和正确书写

其结构简式一生评）

第七步，反馈评价：

学生互评环节与教师板书与总结，

第八步，学习检测：

依法判断C,Hi4和C,Hi。的同分异构体的数
目。（评估要点：学生能否准确判断C.Hi4和C,Hi6
同分异构体数目，并正确书其结构简式一生生互

评）
【课堂活动4】
第四步，提供情景：

展示左旋乳酸和右旋乳酸，肌肉运动产生的

乳酸为右旋体，而糖类发酵产生的乳酸为左旋体；
学生阅读P32跨学科链接、P33拓展视野、P35拓展

视野。（评估要点：是否激发学生探究立体异构体兴
趣，学生能否从信息中提取关键知识－师评）

第五步，指导学习：
PPT展示。
①P32跨学科链接、P33拓展视野、P35拓展

视野。
②举例立体异构说明应用。

第六步，引出表现：

学生举例说明应用。（评估要点：学生能否
说明应用一生评）

第七步，反馈评价：

学生互相点评、补充，教师再点评

三、教学效果与反思（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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