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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在新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对课堂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追求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趋势和教师教育教学的日常要求。

但教学不一致的问题在目前课堂教学活动中依然常见，这显示了教师缺乏系统

的课堂教学状态，不利于学生学习，阻碍了教学有效性的实现。因此，关注并

研究教学一致性问题，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来说是有推进意义的。

本文基于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从三部分深入研究。第一部分对教学

一致性问题进行阐述，包括一致性的概念、教学一致性的内涵、教学一致性问

题的含义。此外，结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案例，提出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

的困境，并指出追求一致性的需要和意义。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小学数学教学

一致性问题的产生原因。从教师角度出发，阐明了教师对教学设计的认识不

足、对课堂教学的行为随意，对课后教学的诊断模糊，导致教学一致性缺失。

其中，针对课堂教学实施，明确指出产生教学不一致问题的三大方面，即目标

缺标准、活动无聚焦、过程欠反馈，并结合小学数学实际课堂教学实例说明。

第三部分，针对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原因分析，尝试运用修订版的教育目标分类

学理论中的二维目标分类表来探究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探寻教学一致性的可

能。首先，分析和归纳了二维目标分类表的科学框架、特点以及在教学中的运

用步骤，从理论上说明其指导实践的可行性。然后，借助二维目标分类表这一

工具指导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提出实现课堂教学一致性的具体路径。路径包括

教师要以数学课程标准为核心进行目标分类；教师要以落实目标达成为导向进

行教学活动；教师要以忠于目标和活动为基础进行课堂评价；最后教师要以二

维目标分类表为工具进行课堂教学一致性反思。同时，笔者以小学数学综合与

实践课“小小商店”课堂教学为例，加以验证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可能，以期为

数学教师开展一致性的课堂教学提供参照，为后续研究者进行数学课堂质性研

究提供研究思路。

关键字：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二维目标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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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w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lassroom teaching, especially the
pursui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daily requirements of teacher
education. However,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inconsistency is still
common in the current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shows that
teachers lack systematic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roblem is not
conducive to students' learning, and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eaching
consistenc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consistenc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is paper studies it from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ounds problems of
teaching consistency,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consistency,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consistency and the meaning of teaching
consistency.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cas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ilemma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consistency, and points out the need and
significance of pursuing consistency.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reason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consistency in primary school. From
the teacher'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the less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design, the random ac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e fuzzy diagnosis of after-school teaching lead to the lack of
teaching consistency. Among them, in 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t clearly points out three major factors that cause
teaching inconsistency, namely, lack of standards for objectives, lack of
focus on activities and lack of feedback in processe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lassroom teaching example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n
the third part, aiming at the analysis of teaching inconsistency, the author
tries to use the two-dimensional target classification table in the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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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target classification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eaching consistency. First of all, i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cientific frame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steps in teaching of
the two-dimensional target classification table, and explains the
feasibility of its guiding practices in theory. Then, with the help of the
two-dimensional target classification table, we can guide th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ways
to achieve the consist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 methods include
that teachers should classify the objectives with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as the core; teachers should conduct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bjectives as the guidance;
teachers should evaluate the classroom based on the loyalty to the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teachers should reflect o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onsistency with the two-dimensional objective classification
table as the tool.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takes "little shop"
classroom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eaching consistenc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athematics
teachers to carry out consistent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vide research
ideas for follow-up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consistency; Two
dimensional target classification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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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兴起。这次改

革主要倡导课程标准的编制及运用，要求教育教学、课程评价和教师发展等都

能围绕课程标准展开。这一运动最早由美国发起，提出将教学一致性作为有效

实施课程标准的衡量指标。随后这场改革逐渐影响到全球多数国家及地区，基

于课程标准的教育改革在世界各国蓬勃开展。

21 世纪初，我国在国际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也开始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课程标准就作为新课程内容的关键要素。《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国家课程标准是国家课程的纲领性文

件，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

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
①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

要围绕国家课程标准展开实际教学，努力使教学中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最终

实现有效性。

事实上，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并没有成为教

师理念上的共识和实践上的方向，这就出现了课堂教学中目标、活动、评价的

不一致问题。由此产生的教学问题不仅不利于课堂教学顺利开展和学生学习效

果的提升，而且会影响到实际所取得的教学成效。为此，本研究将二维目标分

类表引入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以期能够指导小学数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已有

研究也有基于学科的实际案例分析，但对教学一致性问题可能造成的原因及具

体解决策略缺乏总结，有关的实证性研究尚未充分开发出来。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从以下三个目的着手：第一，初步认识教学一致性问题是什么。基

于小学数学学科，明确目前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困境，以及实现教学一致性的需

要。第二，结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案例，归纳产生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原因。第

三，运用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中的二维目标分类表寻找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具体

路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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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通过归纳以往研究中的相关概念，认识“一致性”和

“教学一致性”的含义，进一步明确教学一致性问题是什么；借助教育目标分

类学理论中的二维目标分类表，澄清当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

评三个角度来寻求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可能性和实践策略，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

教学中“学什么”、“教什么”、“怎样评价”的问题。二维目标分类表的运

用是本研究的关键出发点，同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一定

程度上丰富相关教学研究成果。

从实践上看，一方面，分析实际存在的教学一致性问题，阐明教学一致性

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寻求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具体路径，有助于教师指导教学

活动的开展，启发教师反思自身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中存在的不足，克服教学

中“学生学而无果”，“教师教而无效”的困境，真正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还

有利于学生有效学习知识，推动课堂教学效果的改善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

面，运用二维目标分类表检测课堂教学，明确课堂教学中的目标、活动与评价

之间的吻合程度，可以发现和解决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基本问题。

1.3 研究现状

本研究主要运用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中的二维目标分类表指导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实践，结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案例，澄清教学实践中的一致性问题，追

溯一致性问题背后的可能原因，尝试提出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具体路径。因此，

下面就一致性、学科教学一致性以及基于目标分类学的教学一致性的研究现状

进行梳理和阐述。

1.3.1一致性的研究

国外对一致性的研究时间开始较早，科恩是最早使用“教学一致性”一词

的学者之一。他指出，正是由于教师在教学中目标、实践，评价之间的不一致

才导致美国学校教育质量得不到提升。在科恩之后，美国多位学者也进行了类

似的研究，其结果与科恩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关于学业评价

与课程标准一致性分析模式的研究，比如“韦伯分析模型”等。总的来说，国

外在“一致性”分析上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所研究的结果已被教育

界的学者所认可并大量地运用到实际教学当中。针对国外的分析模型，他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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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着眼于静态研究，即课程标准与学生学业成就的一致性，而对于课堂教学

实践中教师教与学的动态研究相对来说较匿乏。①

国外关于一致性方面的研究，这些丰富的理论和结构模型研究成果对我国

课程改革中的一致性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关于一

致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体现在学习国外理论和尝试实践研究上。在理论

上，引入、翻译和解说国外一致性教育理论，内容主要涉及一致性研究的兴

起、影响因素、分析模式以及一致性程度的判断标准，指出以国外已有研究为

经验探索一致性体系的需要，这为后续学者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

用。在实践上，受国外一致性分析模式研究的影响，国内关于一致性的课程实

践研究较为集中，主要体现在课程标准与考试评价之间的一致性和课程实施效

果的一致性研究中。诸多学者针对学科内容标准与考试之间的一致性进行研

究，发现试卷测评与课程内容标准不一致时，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影响。针对课

程实施效果的一致性研究，诸多研究者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指出，教师应该系统

地整合课程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基于课程标准展开课程教学，有效思

考课程教学中的一致性问题。

1.3.2学科教学的一致性研究

在国内外关于一致性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尝试

将其应用到各学科实际教学中。

在中国知网中以学科“教学一致性”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得到博硕学位论

文 55 篇，包括生物、化学、英语、物理、语文、地理等基础学科课堂教学论文

的一共有 20 篇，其中有 2篇有关数学学科论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考试评价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考试试题包括课后习题、中考、高

考、学业水平考试等；二是课本教材、教师教学用书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三

是教学及学业评价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四是教学实施过程与课程标准的一致

性研究。

在知网中以学科“教学一致性”为主题，发现期刊文献共有 180 篇，其中

以基础学科为主题的有 45 篇，涉及数学学科的有 5篇。重点探讨教学中目标、

教学、评价的一致性情况以及有效实施策略。以“教、学、评一致性”为篇

名，以课堂教学为范围，一共搜索有 75 篇文献，其中有 59 篇期刊文献，15 篇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物理、化学学科，关于小学数学学科的少

①
陈秋宜.小学数学“统计与概率”教与学一致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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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整体上偏重实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探究 “教、学、评一致性”的意

义、“教、学、评一致性”理念在学科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实践，以及基于

“教、学、评一致性”的学科教学设计，等等。

另外，浏览相关研究可以明显发现，关于教学一致性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

中学理科课，其它研究并不普遍。对一致性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学科课程体系

来研究其各个部分间的一致性问题，比如，学科教学设计内容的内在一致性和

学科知识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教师学科思想与课堂实施之间的一致性，极少关

注课堂中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一致

性的研究也较少关注小学数学学科，因此，对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的研究是非

常必要的，有助于教师对小学数学课程的把握和学生对小学数学知识的掌握。

1.3.3有关教育目标分类学的一致性研究

以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为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研究，主

要是围绕一致性的定性研究。1956 年，布鲁姆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它

把课程目标和课程评价标准相结合，将它作为一种教育评价工具，并逐渐被人

们所认可。分类学把教育目标划分为三大领域，即认知、情感、操作三类。认

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包括知识、知道，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

次，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以布卢姆为代表的教学目标分类学理论，是最早对课

堂教学目标进行系统研究，在中西方教育界影响是最深、最广泛的。

随着心理学认知过程研究的发展及建构主义的崛起，安德森等专家对布鲁

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进行修订和完善。修订版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最大特点是改变

之前的单维度目标分类，将知识和认知过程两个维度横纵交叉，构成了二维目

标分类表。关于二维目标分类表对教学实践的作用，有研究指出，借助二维分

类表来可以确定更准确的目标，安排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和评估任务，通过

检验目标、教学和评估三者之间一致性,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①

近年来，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已经被诸多教育实践者所关注和应

用。查阅文献发现，在修订版的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方

面，涉及基础科目的研究多见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当中，研究内容主要侧重教

学目标的设计、教学设计的应用、课堂教学的实践三个方面，下面将对其进行

梳理和概括。

①
屈程.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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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上，运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设计基于课标的教学目

标，整体步骤可归纳为：第一，依据教育目标分类学对学科课程标准中的学段

目标进行分析归类；第二，在分析教材要求的基础上，从学段目标中筛选教学

目标；第三，根据教育目标陈述方法，将分类的教学目标逐条表述处理。比

如，张洁运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设计古诗教学目标的研究，为教学目标的

设计提供一种参考。
①

在教学设计的应用上，已有研究主要利用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对教师的教

学设计进行分析，探讨优秀教学设计的一致性程度及优点，构建新的教学设计

模式。比如汤伶俐通过对三篇不同类型高中物理规律课的优秀教案的分析，得

出优秀教案中存在的共性：一致性较高、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活动注重学生发

展。
②
乔金芳运用目标分类学对已有教学目标进行修订，对比前后的一致性程

度，突出目标分类学的运用效果。
③
关于教学设计模式，张阳构建了教育目标分

类学指导下的高中生物学教学设计模式，并运用该模式分析已有的教学设计，

得出“五步教学案例分析法”，即找关键元素、获得“最佳猜想”、重新审视

整体、检验一致性和反思教学设计，运用这种方法完善教学设计。
④

在课堂教学的实践上，研究主要围绕目标分类学对学科教学过程的具体指

导展开，包括对目标的设定、对教学活动组织以及评估的设计，最后是对教学

一致性的分析与反思。李鑫倩将目标分类学与数学单元教学相结合，验证了目

标分类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设计的可能。
⑤
罗颖强将目标分类学理论应用于生物

学教学中，结合实际教学课例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测评

以及检验三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⑥
邱志飞基于目标分类学对阅读教学进行研

究，分别探讨了阅读教学目标的设计、学生预习的设计、语文教师教学的建

议、阅读教学结果评估的建议四个方面，并且为实践提供了操作性的建议。
⑦
总

之，教育目标分类学对课堂教学实践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设定是否合

理、教学活动是否围绕目标进行，教学评价是否准确以及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如

何。

①
张洁.运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设计古诗教学目标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

②
汤伶俐.基于教育目标分类学的高中物理规律教学案例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7.

③
乔金芳.布卢姆目标分类学在高中物理教学案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1.

④
张阳.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扬州大学,2016.

⑤
李鑫倩.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指导下的数学单元教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5.

⑥
罗颖强.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江西师范大学,2019.

⑦
邱志飞.修订的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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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见，修订版的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应用到高年级教学比较

普遍，多以初高中为研究对象，而关于低学段的课堂教学研究还比较少。特别

是依据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中的二维目标分类表指导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的研

究少之又少。其实，教学一致性无论是针对初高中或者针对小学，它都能促进

有效性课堂的形成，也应该成为所有一线教师教学的意识和理念。但小学教师

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重视，才没能聚焦于此类问题。为此，本研究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分析课堂教学一致性问题背后的原因，拟寻找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一致性的可能和路径。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研究的

背景、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以及内容与方法，以把握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

向；第二部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进行阐述，认识

教学一致性问题、分析教学一致性问题现象，提出实现教学一致性的需要等，

为开展下一步研究作好铺垫。第三部分澄清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的生成原

因，结合案例详细说明教学目标缺失、教学活动偏离、教学评价无效三方面的

内容，进一步明确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呈现方式，正视教学一致性缺失

带来的不良影响；第四部分依托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中的二维分类表，阐明二

维目标分类表成为本研究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合理性，分别阐述教师如何在目标

分类、活动实施、评价设计和一致性反思方面促进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的实

现；第五部分对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发现、分析以及实现教学一致性的

具体路径作出总结和展望。

1.4.2研究的方法

文献分析法：本研究选择多种渠道查阅相关主题的文献资料，了解有关

“教学一致性”主题的已有研究，对其研究内容、趋势和不足进行分析。查阅

资料主要有翻阅有关著作、阅读优秀的硕博论文、浏览数学比较权威的期刊、

整理了相关书籍中的课堂教学案例。

案例分析法：本研究大量选取了苏教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片段作为研究素

材。借助这些教学片段对教学问题作出分析，然后运用二维目标分类表指导课

堂教学，阐述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具体路径，肯定二维目标分类表推动教学一致

性实现的可能性，也为该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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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

在关于一致性的研究中，大多数是针对“课程一致性”进行研究，有人将

“教学一致性”同“课程一致性”混用，对“教学一致性”没有明确的概念认

识。因此，有必要明确教学一致性的概念和范围，并对此产生的问题作一定的

分析，从而进一步明晰本研究的方向。同时，结合小学数学学科实际教学案

例，呈现一致性问题的直观表象，突显寻求教学一致性的需要，并为接下来的

研究奠定基础。

2.1 教学一致性问题的认识

“教学一致性问题”的认识是建立在“一致性”与“教学一致性”二者基

础之上。由此，认识“一致性”和“教学一致性”是进一步分析“教学一致性

问题”的前提。

2.1.1一致性

“一致性”是理解“教学一致性”的核心概念。在国内，“一致性”一般

指“没有分歧”，即相同的意思。但在国外，“一致性”最早是对

“alignment”的翻译，动词形式是“align”，含义是“调整、校正、直线排

列。”在教育领域，韦伯认为一致性是“两种或更多事物之间的吻合程度”，

即是事物各个部分或要素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①
与韦伯定义比较接近是安德

森的观点，他认为一致性是指目标、教学、测评之间彼此的相符的程度。
②

在本文中，我们所提及的“一致性”更倾向于事物之间的吻合程度，也就

是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协调一致。我们把“一致性”理解为教育或课程系统内

部结构中各部分之间的一致性，如标准与课堂教学、标准与学业评价、标准与

学习结果等。

2.1.2教学一致性

在教育领域，科恩最早提出的“教学一致性”用来替代教学中的设计条件

与预设的教学过程、教学结果之间的匹配程度。后来，安德森等人将“一致

性”的定义缩小范围，指向也更加明确，具体到教学过程中目标、教学和评估

之间的对应程度。在教学实施中，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教学、评估与预期目标的

对应程度，同时也要考虑教学与评估之间的对应程度，他们之间两两相互对应

①
王小平.基于一致性的小学数学教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

②
L·W·安德森.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简缩本）.皮连生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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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明教学实施一致性较好；不能彼此对应则说明教学实施一致性较差。一般

而言，当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估三者整体对应程度较好的时候，可以

认为整个教学过程的一致性程度较高。

本研究中教学一致性立足于后者，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教学活动

和教学评价之间的一致性。具体而言，教学目标与教学评价是否一致、教学目

标与教学活动是否一致、教学活动与教学评价是否一致。

2.1.3教学一致性问题

针对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的对应程度，如果三者出

现不一致时，必然带来一些教学基本问题。我们把教学不一致时产生的问题，

称为教学一致性问题。简单说，就是教育教学过程中一直存在的教、学、评的

问题。其一学习问题，学生究竟在有限的课堂学习中不能学到最值得学习的知

识？其二教学问题，教师不能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和组织教学。其三评价问

题，课堂无法通过有效的测评或反馈提供学生学习情况。

针对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的不一致问题，具体来

说，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学目标与教学评价不一致，那么评价的结果难以如

实反映教学目标是否达成；如果教学目标与教学活动不一致，那么活动的进行

难以实现学生预期的学习结果；如果教学活动与教学评价不一致，那么教学难

以充分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综合而言，当教学一致性出现问题时，教学实施

难以顺利进行，教学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2.2 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困境

基于一致性的教学，是指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教学

评价之间相匹配的教学，其明确了学生学什么、教师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

可以说促进目标、教学、评价的一致性是课堂教学的内在诉求，但这种应然诉

求却遭到课堂现实的挑战。

2.2.1学生学而无果

新课程改革以来，课堂教学由关注教师已经转向关注学生，由关注教师的

“教”已经转向关注学生的“学”。那评价一节课成功与否的关键，最好是看

学生的表现，尤其是学生对教师传授的知识的反应如何。当经过学习，学生能

够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节课要学什么、学会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等。尽管课堂

教学由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已成为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

着这样的现象：一节课结束时，教师经常会提问学生“这节课你收获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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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学生们争先回答：“我知道了……”，“我学会了……”。面对学生的回

答，好像人人都有收获。但是，这节课的教学目标真的达成了吗？在课堂练习

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教师提出一个问题，学生会直接回答出结果，却

对为什么很难做出回答。如教学“13-5 的口算方法”时，学生立刻回答；

“13-5=8”，但怎么做的，学生却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不完整。可见，学生

对 20 以内的退位减法的算法本质并不理解。面对学习问题，学生点滴的初浅的

知识理解并没有系统地内化这节课所有的目标知识。至于这节课本应该掌握哪

些知识，自己已经掌握了哪些以及自己掌握到什么程度，大部分学生不清楚，

甚至教师也不清楚。总之，学生学习了但不一定真正学会了。课堂中这种“假

学习”的表现还有很多，比如学生会做，不会描述；学生会说，不会做；学生

不会举一反三，学生不能更换情境等。

2.2.2教师教而无效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教师的教决定了

学生的学。因此评价一节课成功与否的标准，关键是学生的表现，但根本上还

是看教师的表现。在课堂上，教师能够从学生出发，立足课程标准，抓住教学

目标，科学处理教材内容，有效组织教学活动，提供针对性课堂练习，给予具

体反馈。但在现实中，大部分教师认为自己上课比较顺利，重点、难点也讲

了，时间也刚刚好，就是一节很不错的课了。从中可以发现，教师觉得课堂教

学质量标准就是基于教学环节的衔接性和流畅度，既没有从学生“学”的角度

去考量，也没有从教师“教什么”、“怎么教”、“教得怎么样”的角度去考

量。这也导致教学中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教师在每一次测验后，总会抱怨

“教过的还是不会”、“比理想成绩差好多”、“学生课上都干啥了”等等，

这样学生学的情况也可想而知。总之，教师的教不一定能促成学生理想的学习

结果。

2.3 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的追求

针对教学中“教师教了不一定学了，学生学了不一定会了”的现状，要确

保教师的教能够促成学生理想的学习结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一致性的教学

要求教师确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再根据设定的目标有效组织教学活动，最

后评价学生学习所得。教师不仅要依据国家课程标准设定教学目标，还要紧紧

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只有评价与所学目标、内容都是一致

的，才能促进学生有效开展学习。不难发现，在新课程改革和有效性教学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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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下，教学一致性作为学生课堂高效学习的一个基本原理，越来越受理论

研究者和课堂实践者的关注：一方面它可以有效解决教师教什么、怎么教的问

题，也能够解决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一种整

体的、系统的、一致性的思维对教学中的目标、活动、评价进行思考，保证课

程在实施过程中各要素之间具有良好的匹配和吻合性。这样可以给课堂教学带

来深刻的变化：教学目标从似有若无走向标准统领，教学活动从随心所欲走向

理想导航，教学评价从空缺低效走向有序高效。也就是说教学一致性给教师带

来理念的变革，让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思考建立在理论的层面，而不仅仅是经验

的层面。只有在理论层面的指导下，课堂教学实践走向成功才能成为可能。

因而从目前的课程改革理念以及教育教学现状来说，对于教学一致性的追

求无疑是大家所倡导和希望的。对课堂教学一致性的探索和运用一定会带给我

们更多的收获，也一定会成为课堂有效教学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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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问题的澄清

目前在小学数学实际课堂教学实践中， “学生学而无果”、“教师教而无

效”的现象普遍存在着，但部分教师仍凭借经验和教师参辅材料教授数学知

识，教学一致性被严重忽略乃至质疑，教学对他们来说是经验化的且不可深究

的。对此，本章节主要从教师的角度剖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意在探索数学

课堂中“教学一致性问题”的具体表现，突出教师“要转变”和教学“要一

致”的需要，并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基础。

3.1 教学之前：教案认识不足

古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课堂教学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教师在

课前做足准备，通过有效教学设计来预设课堂活动，这样才能抓住教学方向，

形成有效课堂。所以针对课前教学设计问题与两位授课教师进行了访谈交流，

教师 1 是有二十五年教龄的老教师，教师 2 是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具体访谈记

录如下：

问题一：您在备课过程中有认真仔细地学习过课程标准的内容吗？

教师 1：之前有接触过关于课程标准的内容，现在很少再去研读了。

教师 2：从来没有仔细研读过课程标准的内容。

问题二：你的教学设计是自己精心准备的还是借鉴别人的？

教师 1：现在一般不写教学设计，基本上就是直接把教材的知识点给学生

梳理成课件，教学思路都会体现在课件里。教学设计一般看自己是否有足够时

间以及那节课的重要程度。然后做对应的练习题，学生能够掌握也就完成了总

的学习目标。

教师 2：刚入职的时候会精心准备，每一课都会认真备课，参考教学参考

书和网络上的资源进行教学设计。

问题三：您在备课时设置教学目标时一般是怎么做的呢？

教师 1：根据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对教学目标已经有一定的把握，另外

及时对照教材和教辅材料，适时修改和提炼教学目标。

教师 2：我一般是把教师参考书目上的目标内容用自己的话转述一下。

具体分析访谈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两位教师在目前的教学中均表示没

有仔细研读过课程标准的内容。虽然教师 1 表示在入职前的培训时有接触过关

于课程标准重要性的培训，但后来就没有主动研读。对于第二个问题，教师 1

更多的是经验化教学，而年轻的教师 2 更多的依赖于教参和网络资源。对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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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两位老师一致认为教学参考书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教学参考书对

于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有着重要的作用。综合以上分析，教师在教学准备过程

中，依靠教学经验和教材进行教学，对于教学设计的认识不足：第一教学设计

与课程标准脱节，特别是课程标准的纲领性作用没有得到教师的充分重视；第

二教师缺乏对教材内容的深入理解；第三教师缺乏对学生认知基础的把握，导

致在授课时教师无法强调到位，学生无法认识清晰。

3.2 教学之中：教学活动随意

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统一的过程，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依

存。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导致教学活动

无法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结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片段分析，将数学课堂教

学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归纳为：为教而教，教学缺标准；教而无主，教学无聚

焦；只教不评，教学欠反馈三方面。

3.2.1为教而教，教学缺标准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的目标意识会影响课堂教学的实效性。由上面的

分析可知，小学数学教师对于课程标准的自觉程度不够，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

赖教学经验、教辅材料以及测验考点来设置教学目标，围绕这样的教学目标展

开的课堂活动会偏离课程标准，导致教学活动不能有效实施。

【教学片段】十几减 9

教师出示课件，小猴子去买桃子，大猴子有 13 个桃子，卖出 9个后还有多

少个桃子？怎样计算？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师：怎样计算 13-9 呢？请大家想想办法，也可以用学具摆一摆。

学生独立计算，教师巡视指导。

师：老师请几位小朋友结合自己的摆法说一说，其他同学认真倾听，想一

下别人是怎么算的，和自己的有什么不同？

学生回答。

生 1：一个一个地减，从 13 开始，倒过来数：13，12……4，数到第 9 个

数就是 13-9 的差。

生 2:13 能分成 10 和 3，先算 10 减 9 等于 1，再算 1加 3等于 4。

生 3：9能分成 3和 6，13 减 3 等于 10,10 再减 6等于 4。

生 4:10 先减 9等于 3，因为多减 1个，所以再加 1个，3加 1等于 4。

生 5：因为 9加 4等于 13，所以 13 减 9 等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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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汇报，教师有选择地板书学生 2 的计算方法（破十法）和生 3 的计算

方法（平十法）。

教师重点介绍生 2 的计算方法即“破十法”、生 4 的计算方法即“想加算

减”，并说明算理。

思考：教师在教学十几减 9 中以 13-9 为突破点，重点研究十几减 9 的算

法，教师没有过多的问题设计，而是通过学生独立操作，汇报后总结算理，这

样的课堂给了学生充分独立思考的机会。结合本教师的教学目标来看，如下，

课堂教学任务基本完成。

【教学目标】

1.理解十几减 9的算理，重点掌握“破十法”和“想加算减”。

2.结合实际情境，经历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观察、操

作、表达的能力。

3.养成倾听的习惯，培养合作学习能力。

但是，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第一学段目标，在问题解决方面，

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提出简单的数学问题，并尝试

解决；了解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知道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

解决方法；体验与他人合作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尝试回顾解决问题的过程。
①

依据标准内容分析上面的教学目标，可以发现，该教师教学目标中只体现了第

一点和第二点。针对第一点要求学生尝试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教学目标 2 提

到，但在实际教学片段中并没有让学生从具体情境中抽象提出数学问题，而是

由教师直接引入 13 减 9 怎样计算的。第三和第四在教学片段中并没有体现，该

教师忽视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没有强化学生用自己喜欢的算法把计算过程再说

一遍。教师只是将“破十法”和“想加算法”作为最后的落脚点，一定程度上

误导学生只肯定这两种计算方法。所以，教师应当对不同的算法进行点评，组

织学生交流比较，使学生不仅对不同的算法有初步的了解，也可以基于个体的

思维习惯和知识基础初步选择算法，这样有利于学生有足够的兴趣完成接下来

的学习任务。同时，最后也应该让学生自己去回顾解决问题的过程，尝试总结

解决问题的经验，也是进一步强化学生学习的一种方法。

教学目标的有效设置是课堂有效性教学的第一步。作为主导课堂教学的教

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课程标准意识的强弱影响着学生学习发展的方向。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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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基于标准的目标意识不强，对于教学目标的表述倾向于从自己出发，使教学

目标与课程标准的要求不符，教学活动与课程标准脱节。总的来说，在数学教

学过程的各环节中，教师合理科学设置目标，有利于教师有针对性的教学，有

利于学生有目的地学习，有利于教学一致性的有效落实。如果教师在日常教学

中没有依据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就会造成教学目标脱离课程标准，教学方向与

学生发展方向发生偏差，这是导致数学课堂教学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3.2.2教而无主，教学无聚焦

数学课堂教学要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保证教学效果，就需要教师围绕教学

目标开展精准、高效的教学活动。教学活动要以落实教学目标为要，全面分析

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对教学内容，教学效果进行准确定位。

【教学片段】长方体的认识

教师将带来的各种物体有选择地陈列在讲台上，让学生从中找出长方体。

师：观察这些物体，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观察，回答交流。

生 1：它们都是长长的。

生 2：它们都是平平的。

生 3：它们都有长方形，但有的有正方形。

……

师：你看到的长方形是什么样的面？

生 4：平平的面。

师：平平的面，我们叫平面，相对于平面还有曲面。那有这样的几个面

呢？

生 5:有这样的 6个面。

师：还有什么发现呢？

生 6：它们都是一些边，12 条。

师：在长方形中，这些线段叫边，但在长方体中，我们把它叫棱，有 12 条

棱。还有吗？

生 7：它们都有尖尖的角。

……

（老师发现学生并没有有序观察长方体的意识，也没有进一步深追长方体

的顶点、棱长和面各有什么特征，这时老师才重新整理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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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那我们再来有序地认识长方体。我们依次观察长方体的顶点、棱长和

面，分别找一找它们的数量和特征。

思考：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借助实物观察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长方体，

但是观察活动开展并不顺利，明显没有达到教师预期的目标，而且浪费了大量

的时间。教学一开始，学生对物体的认识缺乏顺序意识，经过逐步引导，学生

基本了解长方体都有 8 个顶点，12 条棱长和 6 个面，但却对这些面、这些棱长

有什么特点不清楚。这说明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没有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

行针对性的问题设置。如“你有什么发现”，教师的提问缺乏具体指向和引

导，问题没有指向中心，即长方体的顶点、棱长和面，最终导致学生回答内容

分散、教学时间不够，课堂教学效率不高。如果教师在课中探究长方体特征

时，引导学生先复习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系统整理后明确从顶点、棱长和

面三个方面去探究，一方面学生具备探究长方体的思维定向，另一方面也可以

将课堂教学内容高度浓缩，使教学活动针对目标精准定向，使课堂教学真正有

效。

依据课程标准，数学教学不仅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还要瞄准教学

目标展开活动，保证活动的精准定位，确保教学目标在课堂中有效落实。在组

织教学活动时，教师没有聚焦问题的核心，容易使教学活动与预期目标发生偏

差。具体来说，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这几点：第一教师学情分析不准，

引发“意外”的教学现象出现；第二教师问题指向不明，造成学生探究方向迷

失；第三教师提供的教学素材或者教学情境不当，导致探究重点模糊等等，从

而不能够实现预设的效果。所以，教学活动偏离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并没有在

活动中精准体现，这也是导致数学课堂教学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3.2.3只教不评，教学欠反馈

在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学习活动进行评价和反馈，这是有效教学过程中

的必要环节，是学生发现错误和并做出纠正的关键。教师对学生及时作出又好

又正确的评价，一方面强化学生学习，挖掘学生潜能，另一方面促进教师改进

教学工作，提升教学水平。

【教学片段】认识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师：如果给你三根小棒，你能够利用它们围成一个三角形吗？

部分学生：能。

部分学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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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老师提供给大家四根小棒，分别是 8 厘米、5厘米、4 厘米和 2厘米，

我们分别请几位同学任选其中 3根小棒，尝试围三角形。

生 1选择 2厘米、4厘米和 5厘米的小棒成功地围出了三角形。

生 2选择 4厘米、5厘米和 8厘米的小棒也成功地围出了三角形。

生 3选择 2厘米、4厘米和 8厘米的小棒时怎么也不能围成三角形。

生 4选择 2厘米、5厘米和 8厘米的小棒也不能围成三角形。

师：可见不是任意三根小棒都能够围成三角形的。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

我们学习围成三角形的条件。

思考：当学生选择 2 厘米、4 厘米、8 厘米的小棒和 2 厘米、5 厘米、8 厘

米的小棒怎么都不能围成三角形时，学生表现出来的失望正是激发学生进一步

探索为什么的好机会，他们会迫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两组不能围成三角形。

面对学生出现的疑惑，教学片段中的教师并没有及时引导学生探究不能围成的

原因，而是转向探究围成的条件，这样导致学生学习中的疑惑不能及时消除，

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思维就会“扩散”，影响接下来的学习。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喜欢肯定正确的结论，避开或者忽视对错误的追问和反馈，这种小问题日

积月累，就会让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面对教学中这样的疑惑甚至是错误，如

果教师能够因势利导，追根溯源让学生逐步发现问题出现的原因，那不仅可以

有效解决问题，切实提高学生问题探究的能力， 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

动力。

学生出现问题或错误在小学数学学习中是很普遍的，教师在教学时，应将

问题或错误提出来，然后引导学生谈论分析，就问题展开讨论，重视给学生明

确的反馈，以及时纠正学生问题或打消学生疑虑，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有时教

师忽视学生问题，刻意避开错误，尽可能直奔结果。这样的课堂，虽然刻意让

教师的教学进度得以保障，但是学生的收获却受到限制，教学效率也难以提

升。学生的学习活动得不到评价，即使课堂教学评价得以实施，评价结果也没

能有效地反馈学生的情况，这也是导致教学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总之，从对数学课堂教学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小学数学教师

依据课程标准设置课堂教学目标的意识不强，部分教师不能设置科学合理的教

学目标，脱离标准的教学目标无法指引教学的有效开展；在组织教学活动上，

没能设计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活动来落实教学目标，部分教学活动与预设目标发

生偏离，偏离主题的活动无法实现教学的高效运行；在实施教学评价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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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的评价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及时反馈教学实施效果，使学生无法获取

自己的学习信息。同时，教师不能做出有效的教学诊改，影响学生更进一步的

学习。

3.3 教学之后：课堂诊断模糊

在学校教学中，课堂教学是一件核心工作，相应的课堂教学诊断也事关教

学质量和水平。因而提高教学质量，除了在教学设计、教学实施上下功夫，还

要关注教学诊断，以听课评课的形式推进教学一致性。但是，基于笔者 3 年一

线教学经验，发现教师在听课评课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评课议课之前并没

有确立课堂教学的主题，听课目的不明确，评课重点不集中；评课议课的出发

点不是发展教学，而是评价教师，不能对教学问题和现象做出具体的提议，而

是对整体课堂下结论；特别是形式化的点评，有些教师碍于面子，或出于奉

承，一味地只说好。可以说，重形式，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流程，轻

跟进；重表扬，轻点评。

从教学一致性角度来看，评课议课要基于课堂教学主题，针对教学目标、

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之间的吻合程度进行，明确教师教了什么，教到什么程

度，掌握学生学了什么，学到什么程度。而目前教师点评具有单点式陈述、碎

片化评定的特点，很明显缺乏一致性的课堂诊断意识。在课堂教学之后，教师

对自我的课堂教学缺乏客观清晰的认识，发现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不利于自身

教学水平的改进。

3.4 问题生成：教学一致性缺失

有效、高效教学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实质追求，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

存在很多教学问题，阻碍教学发展，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比如，教师脱离

课程标准教学，教学活动与教学目标发生偏差，教学评价被忽视等。由此教师

只关注自己讲了什么，有没有讲完，而很少关注学生真的听懂了什么，学到了

什么程度，致使教学中目标、活动和评价一致性严重缺失，就会产生教学一致

性问题。

当评价和目标不一致时，评价的结果就无法反映目标是否实现或者实现的

如何；当教学和评价不一致时，再高质量的教学也无法在评价中得到检测。教

学活动帮助学生学习，教学评价有助于及时反馈给学生自己的学习程度，如果

二者不一致，教师也无法根据评价指导学生学习进程；当教学和目标不一致

时，可以说课堂实施的教学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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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如果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不一致，那么课堂教学出现问题

就不可避免，这些问题最直接影响的对象就是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学生学习

活动得不到有效保证。此外，这些问题也会影响到教师、学校、教育教学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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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的探寻

新课程改革以来，以学定教的理念流行甚广。这些理念注重学生在课堂中

学什么，学到了什么程度，强调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然而，教学一旦发

生不一致，学生便是“假学习”、低效学习，教师备课、上课两张皮，这样，

教学目标无法达成，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从新课程改革理念出

发，让教学一致性逐渐成为课堂“常态”至关重要。安德森等人对布卢姆原教

育目标分类学进行了修订，将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补充到了原分类框架中，提

出目标、教学、评估一致性的理念，其修订的二维框架分类表则提供了重要的

设计和检验工具。
①

4.1 实现教学一致性的助推器：二维目标分类表

在布鲁姆原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基础上，修订版将原来的目标分类框架扩充

为两个维度，即知识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不难发现，修订版二维目标分类表

的各类目名称与现有的教育教学目标的构成正好是相一致的，两个维度的类目

名称组合起来刚好构成了教育教学目标的表述，比如“回忆事实性知识”、

“应用程序性知识”、“创造反省认知知识”等等。修订版的二维目标分类表

框架如下所示：

表 4.1 布卢姆目标分类学修订版分类表

知识维度

认知过程维度

1.回忆 2.理解 3.应用 4.分析 5.评价 6.创造

A.事实性知识

B.概念性知识

C.程序性知识

D.反省认知知识

在知识维度上，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事实性知识，事实性是客观存在

的，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是建立在事实性知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小学低年级数

学知识来源于生活事实，贴近生活实际。第二类概念性知识，概念是通过抽

象、概括出来的原理、理论，是学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术语知识。在小学数学

课程中，学生已经开始接触和掌握数学相关概念性知识。第三类程序性知识，

①
宋彩萍.基于《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的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学习评估一致性设计(上).中学地

理教学参考,2018,23,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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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是关于怎么做的一系列步骤过程，是对概念性知识的进一步应用。在课

堂教学中，要求学生不仅要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更重视学生要学会怎么做。

第四类反省认知知识，是个体对自我认知的再认知，包括对个体的认识意识和

对事物的策略意识，影响着其它三类知识的学习。在三种知识类型中，每种类

型又分为几个子类，根据知识的特点可以将其与每种类型一一对应。

在认知维度上，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层次记忆，学生能够在已有知识库中

识别、辨认或提取与背景相匹配的知识。第二层次理解，学生能够针对学习内

容进行解释、举例说明等。第三层次应用，在一定的情境中学生能够将学到的

知识再迁移和运用到问题解决的任务中。第四层次分析，学生可以将某一知识

进行分解，理清整体与各部分间的结构关系以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第五层次评价，基于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学生能够对自我学习的知识和问

题作出评判。第六层次创造，学生在积累一定的知识经验后能够自觉地重组已

有知识，产生新知识。这六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排列，每个层次又分为几个子

类，比如“运用”这一类目又可分为执行和实施。根据知识内容和学生认知过

程的特点，教师可将目标、活动和评价对应到二维目标分类表中，以此指导课

堂教学。

整体上，修订版的二维分类表在实践中突出两大特点：首先，二维分类表

更关注教师的应用。一方面教师可以使用分类表来评析和反思自己的教学。在

教学之前，教师可以借助分类表来明确教学目标，展开自己的教学思路。在教

学实施中，教师可以借助分类表来指导自己的课堂实践，组织有效教学活动。

在教学之后，教师可以借助分类表来进行自己的教学反思，适时调整教学方

式。另一方面教师可以使用分类表来评析他人的教学，分析其他教师课堂教学

的优势与不足。这样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方便自身学习改进，实现教师互助

成长。其次，二维分类表的应用对象更加广泛。教育目标原分类表主要是针对

高校教师，而修订版更针对广泛的教师群体。修订版分类表的应用不分科目、

不分年级，可适用于所有教师，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因此，将修订版的二维

目标分类表作为教学实践的指导，可以为中小学教师实现一致性教学提供可

能。

二维目标分类表的使用可具体分为四个步骤：第一，确定教学目标。教师

确定和描述教学目标时，可先依据课程标准筛选学习内容，再借助二维目标分

类表将知识内容分类，明确学生认知过程，然后将教学任务分解，生成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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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并将之对应到分类表中。第二，组织教学活动。教师组织教学活动

的前提需要认真分析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学段特点，还要考虑教学环境、学

科特点等，再以教学目标为中心组织紧密联系、实际有效的教学活动。借助二

维目标分类表对教学活动的知识类型和认知过程进行分析，并将之对应到分类

表中。第三，设定评价任务。通过各种形式的评价，教师能够检测和了解学生

的学习结果和掌握情况，从而进一步调整教学进度。教师要以教学目标和实施

活动为导向，借助二维目标分类表设计针对性的、有效的评价任务，并将它们

也置于分类表中。第四，分析一致性。在二维目标分类表中，观察含有教学目

标、教学活动、教学评价的组合单元格，如果三者同时出现，则显示出三者的

一致性较好；如果在同一个单元格中出现两个或者只出现一个，则说明一致性

欠缺，需要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和调整。

4.2 实现小学数学教学一致性的具体路径

本节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通过综合与实践单元“小小商店”案例设计，

呈现基于二维目标分类表的教学一致性设计路径，结合案例探讨分类表的设计

和检验功能，提出进一步学科应用的可能。

4.2.1目标分类：以数学课程标准为核心

新课程的理念要求教学任务能体现课程标准，并在实践之时将所有要素有

序地整合在一起，以达到一致性的程度。对于教学目标的确定，需要以课程标

准为依据，结合具体情境、学生情况进行数学学习结果的描述。在目标设定

时，首先要根据二维目标分类表明确所学知识的类型和认知过程的类型，然后

将目标整合分类，形成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述。

课标分析：根据学习内容，找出《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中涉及的内容标准：一通过实践活动，感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体验运

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简单问题的过程，获得初步得数学活动经验；二在实践

活动中，了解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三经历实践操作的过程，进一步理

解所学的内容。
①

找出内容标准中对应以及隐含的与“小小商店”有关的小学数学知识：一

是人民币的面值；二是人民币的单位及其进率；三是商品的价格；四是不同单

位人民币的换算；五是认币、取币、换币、付币、找币及人民币加、减计算；

六是购物相关的数量关系。接下来将找到的知识分类，其中“人民币的面

①
肖川主编.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1,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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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商品的价格”属于事实性知识；“人民币的单位及其进率”、“ 购

物相关的数量关系”属于概念性知识；“认币、取币、换币、付币、找币及其

人民币价、减计算”则属于程序性知识。

学情分析：不同学段的学生知识背景和认知特点不同，所学习的知识内容

也有所差异。《小小商店》选自苏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下册，在这一单元学习

中，学生已经学过面值、单位及其进率等基础人民币知识，多数学生在生活中

已经有接触和使用小面值人民币独自购物的经历，对人民币的认识也已经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在认知方面，一年级学生与高学段学生相比，其思维需要借助

具体实物获得，观察能力开始迅速发展，且小孩的注意力常与兴趣密切相关，

所以一年级学生的教学活动要更贴近生活实际一些。对于人民币的换算，解决

简单实际问题等，一年级学生主要是简单的具体实践活动，而高学段学生则更

倾向于复杂的综合应用。

目标制定：结合“小小商店”教材内容，把相关的小学数学知识、人民币

知识与学生认知过程相结合，梳理教学目标。

目标一：了解商品的价格，能够识别人民币的面值；

目标二：知道元、角、分是人民币的单位，理解 1元=10 分，1分=10 角；

目标三：在活动中，初步分析简单购物问题中的数量关系；

目标四：在活动中，能够运用认币、取币、找币、换币、付币，解决简单

购物问题中的实际问题；

目标五：分享购物问题，交流购物经验。

将上述目标纳人二维目标分类表中，见表 4.2。

表 4.2“小小商店”教学目标分类表

知识维度

认知过程维度

1.回忆 2.理解 3.应用 4.分析 5.评价 6.创造

A.事实性知识 目标一 目标五

B.概念性知识 目标二 目标三

C.程序性知识 目标四

D.反省认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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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教学活动：以落实教学目标为导向

教学活动要以落实教学目标为导向，也就是要教学活动紧密围绕教学目标

展开，确保学生学习目标的达成。一般来说，教学活动是一个完整的教学系

统，是由一个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的。教师在确定教学目标后组织教学活

动，在活动中指导学生学习。教学一致性指导下的教学，应该以目标为中心，

围绕目标展开教学。

结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第一学段相关“综合与实

践”教学理念和内容标准，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小商店”这一实践活动。学

生在此之前，已经对元、角、分这一单元进行了学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

这里教材提供的教学内容只是教学素材之一，师生需要丰富的情景活动来了解

主题知识，需要教师进行认真的课前教学准备。

依据二维目标分类表中的五项教学目标，结合具体教学情境和学生学习情

况，该部分设计了四个系列活动：一是了解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有的人民币；二

是招聘售货员；三是组织和实施购物行动；四是交流购物经过，评选优秀售货

员和购物员。具体要求活动一要落实目标一，活动二要落实目标二和目标三，

活动三要落实目标四，活动四要落实目标五。四个系列活动如下：

活动一：了解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有的人民币。

活动准备：教室里布置“小小商店”，学生自己准备人民币。

活动过程：选派学生介绍陈列的商品，标注的价格；所有学生整理自己的

人民币，组内介绍自己的金额，交流自己可以购买哪些商品。

活动归纳：小学生常用物品的价格、常用人民币的面值

设计意图：使学生认识各种面值的人民币，了解常用物品的价格，体会人

民币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活动二：竞聘监督员。

活动过程：选派学生分享和补充自己知道的购物所需要的知识，重点是如

何换币和付币，举例说明为什么。（指出作为合格的监督员要懂得算钱，现场

将以答题形式来竞聘。）

活动归纳：人民币单位及进率、购物中的基本数量关系

设计意图：使学生掌握不同人民币单位之间的换算，初步理解简单购物中

的基本数量关系，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活动三：组织和实施购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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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准备：教师分配监督员，选派几名售货员，其他学生扮演顾客，讲述

活动要求。

活动过程：学生独自购物或结伴购物，售货员负责收钱和找钱，教师和监

督员巡查购物过程，发现问题并指导。

活动归纳：常见购物问题及解决方法

活动意图：使学生经历在购物活动中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分

析问题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活动四：分享购物经过，评选优秀购物员和售货员。

活动过程：学生讲述自己的买东西或买东西的过程，分享购物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总结自己的购物体会。

活动归纳：购物经验

活动意图：使学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体会人民

币的实际价值，加深对相关数学问题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将上述活动继续纳入二维目标分类表中，见表 4.3。

表 4.3“小小商店”教学目标分类表

活动一中，学生识别商品价格，确认自己的人民币面值和金额，属于事实

性知识的回忆，置入“回忆事实性知识”单元格中。活动二中，学生交流购物

所用到的数学知识，其中解释不同人民币单位间的换算，属于概念性知识的理

解；分析购物中物品价格与支付间的基本数量关系，属于概念性知识的分析，

所以将二者分别置入“理解概念性知识”和“分析概念性知识 ”单元格中。活

动三中，学生运用数学知识模拟实际购物活动，实施购物行动，属于程序性知

知识维度

认知过程维度

1.回忆 2.理解 3.应用 4.分析 5.评价 6.创造

A.事实性知识
目标一

活动一

目标五

活动四

活动三

B.概念性知识
目标二

活动二

目标三

活动二

C.程序性知识
目标四

活动三

评价三D.反省认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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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应用，置入“应用程序性知识”单元格中。同时，活动中会出现的购物问

题，比如如何快速准确的付钱和找钱，或者售货员找不开钱怎么办等，就会产

生一些新的购物问题，属于事实性知识的创造，置入“创造事实性知识”单元

格中。活动四中，学生交流购物经过，总结购物经验，最终进行评选，属于事

实性知识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置入“评价事实性知识”单元格中。

4.2.3课堂评价：以忠于目标和活动为基础

在教学活动的中间和结尾，教师都会对学生进行评价，有正式的评价，也

有非正式的评价。在“小小商店”教学活动中，主要以非正式的评价为主。非

正式的评价有课堂观察、师生对话，学生讨论等。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使教师

清晰地了解对学生的理解情况或掌握程度。同样教师也可以从学生之间进行的

讨论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从而作出判断和反馈。

针对五项教学目标和四个系列活动，根据前面设定的目标和活动，笔者设

计了四个评价任务。评价任务一主要是教师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用以评价目

标一和活动一；评价二以答题形式评价目标二、目标三和活动二；评价三在巡

查过程中师生交流，以提问形式评价目标四和活动三；评价四通过学生交流与

自我总结来评价目标五和活动四。

评价一：课堂表现评价采用学生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评价二：为了更直接地检测学生对购物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精选测试习

题，具体为：考题一，1元 4 角=（）角，15 分=（）角（）分 。考题二，一张

五元可以换（）张一元，一张五十元可以换（）张二十元和（）张一元。考题

三，小明有 20 元，买一个 8 元的魔方和和一盒 10 元的彩笔够不够？为什么？

考题四，小明买一本 18 元的书和一支 3元的笔，一共付多少元？小明应该怎么

取钱？考题五，小明买一箱牛奶付了 25 元，找回 3元，一箱牛奶多少元？

评价三：师生交流，主要针对购物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提问并反馈；

评价四：课堂评选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和是师生集体评价相结合。

将上述评价继续纳人二维目标分类表中，如表 4.4 所示。这样，我们就得

到了完整的二维目标分类表。接下来，可以进行一致性分析和反思。

4.2.4一致性反思：以二维目标分类表为工具

针对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在二维目标分类表中的相应位置，进

行一致性分析。三者如果出现在同一个单元格中，则说明三者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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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小小商店”教学目标分类表（完整版）

从表 4.4 可以看出，目标、活动和评价三者的对应关系在分类表中表现得

非常清晰。表中所有目标都有对应的活动和评价，说明此案例的教学一致性程

度较好。如在“分析概念性知识”单元格中，目标二、活动二和评价二三者同

时出现且对应性很好，可以说一致性较好。观察二维目标分类表，可以发现活

动三按照预设出现在“运用程序性知识”单元格中，但活动三也同时出现在

“创造事实性知识”单元格中，可见课堂教学总会有新内容生成，教师能够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对这一活动给予及时的评价和反馈，有利于课堂教学的

顺利进行。另外，从知识类型的角度看，此案例中教学知识并没有涉及到反省

认知知识。

综上，笔者将修订版的二维目标分类表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进行应用，

充分体现出教学的一致性理念。在教学中，借助二维目标分类表指导小学数学

一致性课堂教学，教师可将分类表视为设计工具。在教学后，借助二维目标分

类表反思小学数学一致性课堂教学，教师又可将分类表视为检验工具。

4.3 实现教学一致性的思考

针对上述运用二维目标分类表的教学案例分析，笔者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借助二维目标分类表，教师可以清楚地看出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

教学活动、教学评价之间的对应程度，从而判断其教学一致性情况。如果分类

知识维度

认知过程维度

1.回忆 2.理解 3.应用 4.分析 5.评价 6.创造

A.事实性知识

目标一

活动一

评价一

目标五

活动四

评价四

活动三

评价三

B.概念性知识

目标二

活动二

评价二

目标三

活动二

评价二

C.程序性知识

目标四

活动三

评价三

D.反省认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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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三者都相互对应，那么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认为课堂教学是符合一致性的。

如果三者之间不能相互对应，那么教师应该反思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出现了什么

问题，是教学之前教案认识不足，还是教学实施过程中忽视教学目标、活动没

有聚焦、评价没有反馈等，或者是教学之后课堂教学诊断不到位。思考之后，

如何才能有效纠正这些问题，这是教师改进教学的关键。

第二，分析二维目标分类表，既要从看纵向知识的类型，又要从横向看认

知过程的内容，反思教学中是否还有补充？比如分析表 4.4，从纵向看只有事

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却没有反省认知知识。反省认知知识是

个体对自我认知的认识、体验和监控，可以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学习水平、发

现学习的乐趣、获取学习策略性知识等等，从而更有效地学习其它类型的知

识。但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对反省认知知识并不够重视，课堂渗透不够。

第三，借助二维目标分类表，教师可以寻找更多的教育机会。针对分类表

中空白的单元格，教师是否可以挖掘其他的教学内容来丰富课堂教学，促进学

生认知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值得教师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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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认识与实践教学一致性原理出发，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发现教学

一致性问题、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并尝试运用二维目标分类表打破问

题，探寻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一致性的可能。通过认识与实践，本章笔者主要从

研究结果、研究不足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反思。

本文以教学一致性的起源、定义与应用的探究为起点，通过对当前教育发

展改革的现实要求和目前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得出本文

的研究主题，即探寻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教学评价相一致的课堂教学。事实

上对教学一致性的追求在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也一直存在，但它们往往是隐含

在有效教学、教学设计以及基于目标的教学理论中。笔者将其单独提出来，结

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和主体，使得教学一致性理论在实

践方面有了新的尝试和探索，也使本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同时对教育目标分类

学的学习和借鉴更是让本研究有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对于“什么样的教学是一

致性”这一问题也有了更加系统的思考。综合上述的研究及其分析，本研究做

出以下总结。

首先，追求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相一致的教学是当前课改的要

求和趋势。在前面的研究现状中，已经提到各学科教学的一致性研究得到诸多

学者的关注，有关教育目标分类学的一致性研究也在学科领域开始得到应用，

所以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目标、活动、评价的教学一致性无疑是提高教学质

量的一种表现和要求，也是一线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和要求。教师对

教学一致性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有效课堂教学的追求，关注教师应该教什么，

教到什么程度，明确指向学生应该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当“以学定教”的

教学理念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主流”时，教学一

致性自然也是适应这一“主流”的必然趋势之一。

其次，教育领域的主流趋势要求教师积极响应课程改革、重视自身专业发

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学习结果差、教师教学效果

不明显、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等问题普遍存在。从教师的主导作用出发，教师实

施有效教学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实现一致性的课堂教学，教师不能只是依靠经

验和教辅用书，更需要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用理论推动实践的进展。一线教

师可以借鉴目标分类学理论，借助二维目标分类表设计、实施和反思教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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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为基本标准，从课程标准中提取教学目标，围绕目标进行教学活动和

评价，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

再次，二维目标分类表不仅是教学一致性的设计工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检验工具。一方面，二维目标分类表在一致性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工具。依据课程标准和教学现状，设定基于二维目标分类表的教学目标，然后

围绕目标分类开展教学活动，并实施与目标、活动相匹配的教学评价任务。以

二维目标分类表为设计工具，既可以保证教学目标准确淸晰、教学活动真实有

效、教学评价及时精准，又可以促成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学习评价的一致

性。另一方面，二维目标分类表在一致性教学实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检验工

具。在课堂教学后，教师可以对应其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在分类表

单元格中的位置，分析教学目标的合理性、判断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和评价的适

切性，最终检验三者的一致性。针对不一致的情况，根据目标调整活动和评

价，也可以根据活动的开展再完善教学目标和评价。

同时，由于本人知识经验不足且研究时间有限，对于教学一致性的认识还

比较粗浅，论文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文章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发现问

题、提出解决路径，在分析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在课堂案例的选取上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其二，针对教学一致性的课堂实施路径，文章借助二维目标分类

表只进行少数实践，还需要后续大量的教学实践进行验证；其三，二维目标分

类表主要是针对认知领域，而目前最常见的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

目标还无法在二维目标分类表中准确地体现。

基于对整个研究过程的思考，教学一致性原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教学

理念的变革，也是教学实践的变革。作为一线教师，笔者认为要更好地提高一

致性水平，取得教有效、学有获的成果，还需要各方面加以改进。比如，教师

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教学，要积极践行理论指导教学。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只

有不断提升自己，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及时学习新知识，才能更好地做好教育

教学工作。再如，课堂评价不能光靠测验，要注重实施多样化评价。现代教育

教学改革理念对课堂教学评价提出新的要求，评价要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更重视综合素质的引导，更注重教学多元化策略的应用。还有，改变听课评课

的形式化现象，要努力形成真实有效的评价机制。衡量一节课的好坏，从教学

一致性出发，注重学生实效和教师实际，真正促进教师教学业务的提高。还有

教研员的正确引导等，教研员作为学科教学中的骨干分子，对有效性教学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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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起着关键作用。笔者希望，以二维目标分类表为工具，教学一致性可以受到

小学数学教师的广泛关注，可以运用二维目标分类表指导课堂教学实践，继续

对教学一致性的课堂实践进行大范围的验证，对教学一致性的实施路径进一步

完善和改进，以期带给课堂教学变革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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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自己不怕困难和障碍，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下来，最终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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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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