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教学评一致性”要求的高中
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　茜　翟雷厚

　　摘要: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建立要基于数学核心素养进行、具体科目内容教学模式要不同、对于知识

点的引入要遵循现实规律．模式建立要在评价权值上要体现数学科目成绩与学生数学素养的一致性、注重“长
期”与“短期”评价融合统一、注重评价的多方位原则．应用教学模式需注意数学自身特点、授课教师与授课对象

不同时应用模式上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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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评价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是否具有规范性、科
学性、可行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一个庞大的

系统,各个项目间关联密切又相对并立．对于具体的高

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是否可行需看教师、学生、知识

点的实际情形．如何既考虑到模式的可行性,又注重模

式的规范性、科学性,需要我们把握模式中各条目度

和量的问题,且必须找准教学结合点,创新教学法．
我们课题组在研究 ２０２０ 年度山东省教育教学研

究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教学评一致性实践

研究》中,针对“教学评一致性”要求的高中数学课堂

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现将阶段性成果在此与大家分

享,愿与同行们商榷．

２ 建立基于教学评要求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

基本模式

　　在当前高中教学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同步推

进的大环境下,对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我们也在进

一步完善它的科学化、严谨性．如何去践行教学、学习

与评价的相互融合、有机统一呢? 我们课题组认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课堂教学模式的制定一定要基于数学核心

素养进行．数学核心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
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分析高中数

学具体教学内容特性把不同内容演绎成教师“轻松

教”、学生“易于学”的教学范式．

第二,对于具体科目内容教学模式选择,我们课

题组认为:对于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内容讲解时,要充

分考虑到学生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难点．包括:学生认知

能力是否能达到教学需要的要求、教师应讲到什么程

度、学生对知识点掌握到什么程度算达到教学目标;
对于实践性知识点引入讲解模式要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进行创新形式讲解,以使学生动脑、动手有机

结合,要是有室外教学的必要,一定要进行多种安全

预备准备．
第三,对于知识点的引入遵循:一是要充分以我

们中华民族的例子为主,让学生从意识上把承载传承

中华文化作为自己之责任,不可为了迎合学生猎奇心

理,过多讲解他们感觉奇特的国外实例．二是通过数学

科目教学视角让学生体验世界文化多姿多彩、每一种

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让学生去憧

憬,只有传承了“文化”,才能创造“文化”．

３ 基于教学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评

价模式

　　今年 ３ 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教育,无论学校教

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

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

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从“指挥棒”入手、从评价

改革入手,才能让更多家长从关注孩子的“一时之得”
到关注孩子的一生成长．

从课程教学来看,近些年来人们不仅对教学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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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视,而且对教学评价钟情属意．一方面是科学、合
理、规范的评价可以不断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

方面是针对现实环境下中学生中出现的心理与精神

层面上的问题促使我们制定完善的评价体系．对于基

于教学评要求的高中数学评价模式的建立,我们不仅

要注重科目教学成绩的提高,也要注重学生整体数学

素养的提升,更要关注如何通过科目的学习让学生掌

握好数学思维方式,为接下来的继续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并终生受用．
通过不断的探索研究,我们课题组认为高中数学

评价体系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评价权值的制定上要体现数学科目成绩与

学生数学素养的一致性．对于一线工作的高中数学教

师来讲,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与数学科目知识打交

道,把知识点给学生讲清楚、明白,让学生很好地掌握

知识点是最大的心愿．学生的考试成绩最能直接体现

教与学的效果．然而,假若仅以科目成绩为导向评价教

学,对于学生整体数学素养提升就有失偏颇．那么,如
何让评价促使成绩的提高与素养的提升两者都兼顾

呢? 我们认为在评价这个教学“指挥棒”中一定要慎

重、科学地制定两者评价的权值．
第二,注重“长期”与“短期”评价融合统一．对于教

学单从学科成绩上评价是容易的、快速的,然而要想

从提升学科素质评价则相对时间要长些．如何才能做

到两者的和谐一致呢? 我们认为:一是要学科教育者

要相对稳定,因为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思维方式都有差

异,只有教育者、受教育者相对稳定,受教者学科素养

的培养才能显现其“完整体”;二是“长期”与“短期”评
价的权值要科学,这样老师教学过程中才不会过分追

求短期效应,而做到追求“成绩”与“素质”融合一体．
第三,注重评价的多方位原则．教学效果的评价不

仅仅是教学管理部门的职责,也要有被教育者的参与

(学生、家长等),但一定注重权值的分配,这样评价才

合情、合理．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被教育者,他(她)们有

不少偏激的观念、理论,不宜参与评价．经过调研,我们

感到对被教育者参与评价的较好的办法是占评价分

值较小(或者不占分值),要进行面对面调查,对出现

的问题,经调查核实再做定夺．
基于教学评一致性课堂教学总体框架如图 １．

４ 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教学评一致性是受高中数学课程特点推动,所以

在应用基于“教学评一致性”要求的高中数学课堂教

学模式时,要站在三方面统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注意

图 １　基于教学评一致性课堂教学总体框架图

以下几点:
第一,高中数学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虽然可以

借鉴国内教学评一致性的研究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

与地区的现实情况(或说实际教学对象)相匹配．譬如

PYP 课堂教学案例,虽说可为教学评一致性教学模式

的应用提供一定帮助,但万不可照搬套用．
第二,授课教师不同,应用模式上也要灵活．由于

每位老师的授课方式不同,模式的应用更不能全盘一

律．因此,我们感到模式的制定要高屋建瓴,综合性强．
不可对实际具体教学单元做非常详细的制定．当然,可
以用课堂教学案例的方式(方法)让教师借鉴．

第三,模式的实际应用要以授课对象接受知识的

情况来“完善”．每个具体教学班级的不同,学生对同一

知识点的接受情况有差异．同一个教师、同一知识点,
不同班级的教学方式(方法)有时也不尽相同,教师应

根据课堂具体实际进行教学,使模式体现其引领性,
教学显示其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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