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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应该如何制定
□ 杨修宝

《义 务 教 育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2022 年版）》将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确定为课程改革的新方向与总目

标，标志着从“三维目标”转变为“核

心素养”的教学转型正式拉开帷幕，

“核心素养时代”正式到来。落实新

课标、培育核心素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包括对教学本质的重新确认、教

学目标的升维进阶、教学内容的统

整重组、教学方式的变革重构、教学

设计的守正鼎新、教学策略的改造

创新、教学评价的弃旧塑新……其

中，教学目标的升维进阶是核心要

素和关键环节，也是核心素养落地

的导向和保障。那么，一线教师在

备课时应该如何制定核心素养导向

的教学目标呢？

聚焦一个核心

课堂教学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

逻辑起点是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制

定要聚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教

师在备课前要深入研究课程标准，研

读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维度、内涵要

义、内在联系，学习专家学者名师对

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解读、理念解

析、策略解说等，明确核心重点，把握

实践要求。

制定聚焦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

标，一定要走出知识理解的窠臼，以

反映学科特质、学科结构、学科情境

的知识为教学载体，以真实情境下的

知识迁移、创新运用为策略途径，以

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的实践与提升为

目标导向，以关键能力、必备品格、正

确价值观的提炼与升华为价值追求。

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将学科核心素

养进行整体分析与解构，找到学科核

心素养与具体教学目标表述的结合

点，整体的素养目标通过分层次、分

阶段的形式具化到每个教学单元中，

再细化到每堂课的教学目标中。需要

注意的是，在表述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的教学目标时，切忌强求面面俱到兼

顾学科核心素养的所有维度，更不要

将学科核心素养与教学目标一一对应

表述，造成教学目标的笼统、死板、无

效等情况。

厘清两个关系

科学、规范地制定指向学科核心

素养的教学目标需要厘清两个关系：

一是“三维目标”与“核心素养”的关

系，二是“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如果说从“双基”到“三维目标”是

颠覆性的本质改变，那么从“三维目

标”到“核心素养”则属于深化提升、进

阶升维。三维目标是核心素养的前提

和基础，二者都强调学科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的掌握、学科知识的迁移与

实践运用，都注重学习方法、学习习

惯、学习能力的培养，都倡导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关注创新精神、思维品

质、审美创造的培养和提升。核心素

养不是否定颠覆三维目标，而是继承

与发展、深化与跃升，核心素养更加关

注“人的发展”，准确回答了“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从深度和广度发展了三维目标背景下

的教育精神和实践理念。因此，在表

述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时，要打

破三维目标的三个维度，从立体结构

的三维转变为开放多元的多维，要对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进行综合性表达。

制定教学目标还要正确处理课程

与教学的关系。教师要站在课程的高

度来教学，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有课

程意识，应该深读课程标准、精研核心

素养、把握教材特点、统整单元重点，

将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细化分

解、分级传递，进而贯通课程目标、学

段目标、学期目标、单元目标、课时目

标，准确把握各层级目标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逻辑关系，形成“大目标统领小

目标，小目标为大目标服务”的整体。

站在课程的高度制定教学目标，也就

自然而然居于教材之上审视教材，这

是对教材本身整体性、全方位、深层次

的把握，进而逐渐建构自己的课程思

维和课堂范式。

规避三个问题

制定并表述教学目标，需要注意规

避三个问题：一是主体不明，比如“通过

本课的学习，使学生受到/使学生掌握

……”等，此类教学目标从教师的角度

出发，针对的却是学生的学习结果，导

致教学目标行为主体不明的错位现象；

二是含糊笼统，比如“通过学习……培

养学生……的能力”“通过对人物的品

析，学习他的……精神品质”等，又如革

命文化题材的课文教学目标就是“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小说单元的课

文教学目标就是“梳理故事情节、概括

人物形象、归纳小说主题”等，这样的教

学目标表述千篇一律、模式固化；三是

盲目照搬，比如在表述上追求“高大

上”，直接套用课程标准的内容或核心

素养的表述，但是只注重了形式上的模

仿，忽略了实际教学中的可行性和针对

性，让教学目标成为花瓶一样的摆设。

写清四个要素

构建符合课程标准、聚焦核心素

养、切合单元要求、突出课时重点、重

视学生学情、关注教学评价的素养融

合式教学目标，需要从精准规范的表

述做起。规范的教学目标由行为主

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和表现程度等

要素组成：行为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

师，在教学目标的表述中行为主语可

以省略；行为动词是教学目标制定的

关键，应使用可观察、可操作、可检测

且具有指向性的动词来表述，如“解

释、概括、诵读、复述”等，建议少用或

不用“体会、感受、了解、掌握”等笼统

含糊的行为动词；行为条件是指学生

在一定情况或范围内完成指定的学习

活动，如“阅读拓展材料探究”“通过小

组讨论”等；表现程度是指学生学习达

到的预期效果，如“能准确说出”“能清

楚表达”“能客观评价”等。

以语文学科为例，语文核心素养

的四个维度是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

维能力、审美创造；统编教材四年级下

册第四单元的人文主题是“作家笔下

的动物”，单元语文要素是“体会作家

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习作要

求是“写自己喜欢的动物，试着写出特

点”。因此，这一单元的精读课《母鸡》

一文的教学目标可以表述为：

1. 通读全文，能够认读、积累以下

词语：讨厌、疙瘩、凄惨、欺侮、警戒、如

怨如诉等，能够结合语境自主理解，并

在新语境中准确运用。

2. 默读课文，找出“我”对母鸡前

后态度的变化，能够通过文本对比，说

出变化的原因，分享对母爱的理解。

3. 研读课文，圈画并批注作者表

达情感的语句，通过小组讨论归纳概

括出作者运用“先抑后扬”等表达情感

的写作方法和思维方式，能够在课堂

小练笔中恰当运用。

4. 比较阅读《猫》和《母鸡》，通过小

组合作探究找出作者表达上的相同和不

同之处，梳理关键信息，完成学习任务

单，讨论交流作者表达情感的方法。

（作者系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小

学语文教研员）

“教—学—评”一体化：

将微观实践与宏大叙事紧密关联
□ 张菊荣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 年版）》的首要特征是完善了对

学生的培养目标，明确了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的培养目

标；首要特点是强化了课程育人导

向，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为各个学

科着力培养的核心素养，体现正确价

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此背

景下，倡导“教—学—评”一体化，可

以确保育人目标转化为学生的实际素

养。对于一线教师而言，要掌握的专

业技术是如何通过课堂“教—学—

评”一体化的微观探索，回答“培养什

么人”的宏大问题。

对接素养的学习目标

“培养什么人”是课程与教学的核

心问题，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

“核心素养”，是学习目标的升级迭

代。所谓升级迭代，是 3.0 版涵盖 2.0

版、2.0 版涵盖 1.0 版，而不是“舍弃”。

核心素养目标对于之前目标的超越在

于，它瞄准的是人，是人的素养。

课程目标是一个完整系统，自上

而下也有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从

党的教育方针到学校育人目标，再到

具体课程目标、学期课程目标、单元学

习目标、课时学习目标，在这个具体化

的过程中，必须保持自上而下的一致

性。如果不能保证这种纵向上的一致

性，那么最后就无法确保我们是在“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在党的教

育方针、学校育人目标、各科课程标

准、学期课程目标、单元学习目标、课

时学习目标这个完整系统中，我们要

特别关注学期课程目标与单元学习目

标的描述。课程的学期目标是在“学

期课程纲要”中描述的，主要依据是课

程标准、整册教材、学生情况、学校育

人目标。在学期课程纲要的编制中，

要对一学期的单元学习目标进行整体

架构，单元目标不能局限于碎片知识

的记忆、单一技能的掌握，而是要以大

观念的理解、大问题的探索、大任务的

完成为目标，从而对接核心素养，彰显

“培养什么人”的意义。

匹配目标的评价任务

如何确认培养了我们所要培养的

人？这就需要评价。所有评价都应该

针对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评价，不针

对目标的评价是盲评、瞎评。我们的

目标已经是核心素养3.0版，我们的评

价就必须与之相匹配，不能停留在 1.0

时代了。“教—学—评”一体化的关键

是评价改革，必须开发能够证明素养

目标达成的评价模式。我们固然仍需

要用简单的评价任务来考查学生的知

识记忆、技能操作等方面，但是不能停

留于此，因为停留于此就无法确认素

养是否真正形成。

如前所述，对接核心素养的目标

要聚焦大观念的理解、大问题的探

索、大任务的完成；同样的道理，评价

任务也要与这些内容相匹配。比如，

二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包括《坐井

观天》《寒号鸟》《我要的是葫芦》等课

文，如果分开来看，我们可能会这样

设定目标：学习《坐井观天》的目标，

是要懂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学习

《寒号鸟》的目标，是要懂得不能得过

且过的道理；学习《我要的是葫芦》的

目标，是要懂得不可为追求结果而忘

记过程的道理。这样的目标是把三篇

课文孤立起来考虑的，其实这三篇课

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我们看到

事中之理。因此，不妨把“故事里总

是有道理”作为单元的大观念，学习

三篇课文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个大观

念。有人说理解这个大观念有什么

用？当然有用，如果学生以后在生活

中能够发现、琢磨事情中的道理，那

就太不容易了，这其实就是“素养”的

一种。那么，这种素养应该怎样评价

呢？我们可以采用“我讲你说”的评

价方法：向一名学生讲一个包含道理

的生活小故事，请学生说出其中的道

理。这项评价任务就是在评价大观念

是否形成，就是在指向素养目标的达

成，就是在考量“是否培养了我们要

培养的人”。

嵌入评价的教学活动

“教—学—评”一体化指向“培养

什么人”，要求在教学设计时，将与目

标相匹配的评价任务嵌入教学活动之

中，全程体现教学、学习与评价的整

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应该通过教

学活动将评价任务展开，帮助学生在

理解评价任务、创造评价信息、分享评

价信息中达成目标。

以教学“用画线段图的策略解决

问题”一课为例，教师可以设置这样的

课时目标：（1）学生通过回顾以往所

学，感受画图能够清楚直观表达数量

之间的关系，能够在线段图中清楚表

示已知条件、问题和数量间的关系，能

借助线段图解答问题；（2）学生经历完

整的解决问题过程，感受画图对解决

问题的价值，掌握“几何直观”方法，提

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学生结

合具体情境，能够清晰地向同桌表述

自己的想法，强化与他人的合作意

识。根据这样的学习目标，可以设计

三项评价任务：（1）观察提供的素材，

描述看到的信息，能够读懂线段图，感

受线段图的标准；（2）在问题情境中，

运用标准画好线段图，借助线段图分

析问题，找到解决和差问题的不同方

式；（3）运用线段图解决问题，进一步

感受线段图对解题的价值，积累画线

段图的经验。在教学活动中，将三项

评价任务逐次展开，可以分为两大板

块：一是“读懂线段图”，二是“运用线

段图”解决问题。教学的过程就是评

价的过程，“教—学—评”一体化清晰

指向学习目标。

教师应该时刻注意在学习目标引

领下学生学习信息的催生、收集、研

判、分享、优化，尤其关注“错信息”与

“异信息”的价值。“催生、收集、研判、

分享、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教—学

—评”一体化课堂推进的过程，可以将

课堂的微观实践与“培养什么人”的宏

大叙事紧密关联。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完善学校
管 理 和 教 育 评 价 体
系”，《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把实施“教
—学—评”一体化作
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
容。在教学中应该如
何落实“教—学—评”
一体化，让基于新课
标理念的教学活动在
课堂真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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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发展素质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从“实施
素质教育”到“推进素
质教育”再到“发展素
质教育”，走过了基础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历
程。《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强调素养为本，
一线教师在备课时应
该如何制定教学目标，
才能更加符合新课标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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