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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深化教学评价改革是积极开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针对

贯通培养项目基础教育阶段化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核心素养落实不足，评价单一、片面和课堂教学评价

随意问题，提出在化学教学中实施“教、学、评”一体化设计。通过更新教学理念，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重视课堂教学评价三个方面探索“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在贯通培养基础阶段化学教学中的实施，旨

在发展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实现素质教育落地，为“教、学、评”一体化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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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law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tively carry out quality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single and 
one-sided evaluation, and arbitrary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in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of 
7-year packaged program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it is proposed to implement an integrated 
desig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in chemistry teaching. By updating teaching con-
cepts,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emphasizing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
tion, we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concept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
tion” in chemistry teaching during the basic stage of 7-year packaged program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The aim is to develop students’ core literacy of chemistry and achie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practice of “teaching, learn-
ing,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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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研究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

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2014 年 3 月，教育部提出要推进研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依据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进一步明确各学段、各学科的具体育人目标[1]。北京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联合国

内高校近百位相关领域专家开展深入研究，历时 3 年发布研究成果《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关于学

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化学这

门学科中的具体呈现，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是落实学科核心素

养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探索“教、学、评”一体化教学在贯通培养项目基础教育阶段化学课堂的实

施，有助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2. “教、学、评”一体化的内涵和意义 

2.1. “教、学、评”一体化的内涵 

日本是较早关注“教学与评价一体化”思想的国家，水越敏行等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指出评价的结

果必须要有利于教学，应实现教学与评价的一体化[2]。国内较早对“教、学、评”一体化内涵进行阐述

的是张德伟教授，他强调评价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评价应该贯穿全部教学过程，最终促进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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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3]。近年来，关于“教、学、评”一体化的研究越来越多，不同学者的不同理解使得“教、学、评”

一体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例如，刘江田认为“教、学、评”一体化教学应依据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目标、

“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标准”，将多种要素高度协调、相互配合形成诊断和发展核心素养的有机系

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融合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对学生的评价，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

展[4]。丁丽云提出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是一种强调即时学、即时教、即时评的内在过程，是一个“教

与学–教与评–再教与学”的循环过程，可以不断诞生新的学习、新的教学和新的评价[5]。王蔷指出“教、

学、评”一体化中的教、学、评本质相同，共同指向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其中教以目标为导向，指

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学与教的内容保持一致，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评是为了促进教和学；一

体化是指三个方面的相互融合和统一[6]。王云生认为“教、学、评”一体化是一种教学指导思想，指向

有效教学，提倡把教、学、评三者整合，重视开展化学日常学习评价，以评价促进学习[7]。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虽然目前没有形成“教、学、评”一体化的具体概念，但是众多学者基本认可

的说法是“教、学、评”一体化中的“教”指教师的教学活动、“学”指学生的学习活动、“评”指对

教学的评价活动，一体化则是指三项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是一种新

的课堂教学设计理念，不是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它强调以素养为本的教学目标为指引，将教学评价嵌

入教学活动，循环进行教－学－评的过程，最终实现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 

2.2. “教、学、评”一体化的意义 

2.2.1. 落实立德树人，发展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通过明确核心素养，可以改变当前存在的“学科本位”

和“知识本位”现象，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激励学生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努力[8]。贯通培养基

础阶段属于中等职业教育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化学课程标准(2020 年版)》指出，中职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包括“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现象观察与

规律认知”、“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五项要素。“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理念下的教学目标需要依

据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学情分析和核心素养要求进行制定，课堂教学需要在教学目标的指导下进行教

学－评价的不断循环。在持续进行教学－评价、再教学－再评价的循环过程中可以达到诊断和发展化学

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2.2. 改革教学评价，助力有效学习 
与传统化学教学重视结果性评价不同，“教、学、评”一体化教学重视过程性评价，强调评价主体

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以及评价内容全面化，有利于教学评价改革的深入。“教、学、评”一体化教

学提倡采用探究式和合作式教学方法，通过小组合作进行探究学习可以为多元评价体系的搭建提供载体，

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9]；小组成员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提升

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这是学生步入后续学习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必备能力。此外，评价方式的

变革和教学方法的改变，有助于增加课堂互动，有助于实现学生的有效学习。 

2.2.3.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教、学、评”一体化教学强调教学过程与评价过程要融为一体，评价要贯穿教学始终。对教师来

说，教学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有利于教师根据评价结果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和学习困惑，进而调整教

学策略和教学内容，有助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教、学、评”一体化的特征是评价驱动教学，评价活

动的设计注重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对学生来说，根据教师评价、组内评价和组间评价等多维评价，

学生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理解程度，便于后续及时调整学习进度和学习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68


张云苓 等 
 

 

DOI: 10.12677/ae.2024.1471268 1026 教育进展 
 

内容，有利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促进终身学习能力的形成。 

3. 贯通培养基础阶段化学课堂教学现状分析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自 2016 年开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简称“贯通培养”)招生，目前与

北京农学院合作开设园艺技术、园林技术、动物医学、食品质量与安全、药品生物技术五个热门专业，

共同制定七年贯通培养方案，采用 5 + 2 模式，分段确定培养目标，将专科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充分融合，

培养具有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高端应用人才。贯通培养基础阶段指该项目的前 2 年学习时期，属于中

职教育阶段。化学是贯通培养基础阶段必修课，也是后续高职教育阶段和本科教育阶段动物医学专业、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和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的重要基础，因此基础教育阶段化学学习至关重要。

研究贯通培养基础阶段化学教学，发现存在核心素养落实不足，评价单一、片面，课堂教学评价随意的

问题。 

3.1. 教学理念传统，核心素养落实不足 

贯通培养基础阶段学生为初中毕业生，从中考成绩和入学摸底考试成绩来看，多数学生的化学基础

知识相对薄弱，其中还有部分学生因为不考虑使用化学成绩计入中考成绩导致几乎没有学习初中化学。

因此在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采用直接灌输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教学理念比较传统，教学内容上更

侧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解，在知识测验和期中、期末考试中更注重考察文本知识和实验技能的简

单运用，同时学生的化学学习则是主要聚焦于化学基础知识的背诵和学科解题技巧的练习，属于知识本

位的课堂，对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诊断重视不足，不利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3.2. 评价单一、片面，评价功能发挥不充分 

在日常教学中，很多教师为推进教学进度把课后作业、单元测验、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结果性评

价作为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这种通过作业完成情况或阶段性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依据的教学评价，主要

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评价方式单一，评价内容片面，而且还存在评价

反馈不及时现象，不利于评价的激励功能和调控功能的充分体现。 

3.3. 课堂教学评价随意，缺乏针对性 

传统化学教学的评价方式主要是作业、测验和考试，随着教学评价改革的深入，教师的评价意识逐

渐增强，部分教师开始重视课堂教学评价，但是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比较随意，只是对学生课上回

答问题后的表现进行简单点评，例如回答很好、答案正确或错误等，对于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高水

平评价涉及较少，对于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缺乏针对性检测。 

4. 贯通培养基础阶段化学“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策略 

4.1. 更新教学理念，推进素质教育 

传统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理念相对落后，通常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学习兴趣

不高、课堂互动不多、学习动力不足。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师需要遵循化学教学规律，更新教

学理念，重视思维品质和化学学科素养的发展，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实际出发，激发学习兴趣，培养

合作探究能力，拓展教学空间，设置适合不同学生个体的学习方式和课后作业。 

4.1.1. 创设真实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真实情境是指在教学中所创设的与学生生活、学习等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情境，可以是学生熟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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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场景，也可以是学生未来的工作场景。解决真实情境中遇到的问题，有利于学生将生活实际与课堂知

识相联系，有利于引导学生在思考、辨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思辨能力。化学知识与日常生活联系

紧密，可用于化学课堂教学的真实情境来源丰富，包括生活情境(生活经验)、新闻情境(例如社会事件和

新闻报道)、实验情境(例如化学现象和化学实验)和化学史情境等[10]。通过创设真实、生动而又富有启迪

性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学生将已有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化学学习兴趣。 

4.1.2. 开展小组合作，培养合作探究能力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它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转化及其

应用，具有知识点多、内容繁杂、同时需要文科理解记忆思维和理科逻辑推理思维的特点。贯通培养基

础阶段的多数学生化学基础薄弱，面对比初中内容更抽象、更复杂的化学知识，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不

利于化学学习的进步。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将全班学生按照学习能力不同分成若干学习小组，为每个

学习小组指定一位化学学习能力较好的小组长，组员在组长的带领下进行实验探究和小组合作学习。各

小组团队协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利于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例如在进行实验探究时，

一般要求各小组首先可以通过观察描述宏观实验现象，然后还要能从微观角度分析本质原因，并通过化

学方程式进行符号表征，这对于部分化学学困生而言可能无法独自完成，但是通过与小组成员的合作，

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完成该实验探究过程，在获得良好化学学习体验的同时提升合作探究能力。 

4.1.3. 线上线下相结合，促进有效学习 
课后及时进行知识复习和归纳总结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记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传统教学中的课后复习主要是学生结合教材或者课上笔记进行复习梳理，这种复习方式对于已经适应信

息化时代发展的学生略显乏味，如果遇到学习中的问题也无法及时寻求教师或同学的帮助，不利于有效

学习的发生。随着 5G、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腾讯会议、钉钉、超星学习通等线上学习平台

越来越成熟，为互联网 + 教育提供了更多可能。以超星学习通为例，作为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新一代

教学生态系统，学生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在学习通 APP 实现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还能实现师生和生

生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学习问题的及时解决，有利于教学空间的拓展延伸，有利于有效学习的发生。教

师将课件、动画、微课视频等教学资源上传到学习通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知识复习，不必

依赖固定场所和固定时间。教师在学习通平台还可以发布讨论、问卷、投票、测验等学习活动了解不同

学生学习情况，便于及时进行教学上的调整补充。 

4.1.4. 布置分层作业，增加学习动力 
学生个体在知识积累、学习水平方面存在差异，课堂教学结束后，很难保证所有学生达到同一水平

要求。如果布置完全相同的课后作业，会加重学困生的课业负担，同时对学优生来说起不到能力提升的

效果，这无疑将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此在布置课后作业时，可以设置分层作业。分层作业分为基

础巩固类、综合应用类和拓展提升类三种。基础巩固类作业的设置基于教学目标，是所有人都必须完成

的作业，内容包括基本概念、实验现象、实验原理等基础类知识，同时要注意题量和难度的综合，不易

过多、过难。在完成基础知识的巩固之后，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完成综合应用类和拓

展提升类作业，这两类作业的完成有利于推动学生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真实学习情况和知识掌

握程度，有利于学生增加学习动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4.2.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提升评价实施效果 

教学评价是“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的重要环节，需要注意的是评价不应该只是考查学生对所学

化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还应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学习品质和合作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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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价。评价也不应该只是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学生的自评和互评有助于增加师

生互动、生生互动，有助于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和调控功能。 

4.2.1. 构建多元评价，完善评价体系 
在传统化学教学中，评价的主体是教师，忽视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评价的方式主要是

期中、期末考试，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和能力方面的变化。“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下的

化学教学提倡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和评价内容全面化。该理念下的教学评价主体不仅包括

教师，还包括学生、家长和其它教育工作者。评价的目的不仅是检测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更应该是对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进行诊断，为学生的日后发展提供方向，因此在设计评价任务时还应注重对学生核

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诊断和评价。“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倡导形成性评价，这是一种为了改进

教学活动而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评价的方式。与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比，形成性评价

更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具体形式包括课堂提问、课堂练习、课后作业、资料的查阅和整理、

实验操作、探究性实验设计等。在“教、学、评”一体化的化学课堂教学中重视形成性评价，通过设置

教师评价、组内互评、组间互评、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等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可以搭建多元评价体系，

完善课堂教学评价，为教学提供更客观、更全面的学习信息。 

4.2.2. 积极反馈教学评价，提升学习效果 
教学反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及时反馈评价结果有利于改进新一轮学习过程。“教、学、

评”一体化理念强调教学评价贯穿教学始终，这就决定教学评价不仅包括课堂评价还包括课后评价。课

堂评价主要是课堂提问和课堂练习的形式，学生给出答案后，教师依据评价目标及时对学生答案做出针

对性点评，有利于学习目标和素养目标的诊断与达成。课后评价有及时评价和章节评价两种形式，通过

搜集学生知识小测、分层作业和章节测验信息可以准确获取学生学习结果，积极地、及时地将学习结果

和学习建议反馈给学生，学生可以据此进行自身学习进程和学习内容的调整，进而补充、完善学习过程，

提升学习效果。 

4.3. 重视课堂评价，发展高阶思维 

课堂评价是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形成性功能。“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倡导形成性评

价，因此教师需要提升评价意识和评价素养，重视课堂教学评价设计。“教、学、评”一体化教学设计

基于逆向教学设计理论，强调逆向思维、从结果(教学目标)出发，即首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然后基于教

学目标进行教学评价的设计，包括设计评价目标和具体评价任务；最后围绕评价任务设计教学活动，教

学活动的设计指向教学目标的达成。这种依据教学目标制定评价目标再去设计评价任务的做法可以让教

学评价有据可依，能够改善课堂教学评价随意的问题。 
高阶思维是个体适应终身发展、社会发展必备的一种关键能力，是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化学学科关

键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11]。在提倡素质教育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将素养目标融入教学目标和评价目标

之中，重视目标指引下的课堂教学评价，将简单式、肯定式的低水平评价方式与点评式、提升式的高水

平评价方式相结合，引导学生通过推理–寻证–探究–迁移–解决问题的过程，构建结构化知识，发展

高阶思维[12]。 

5. 结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应试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依据、

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为宗旨的素质教育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学、评”一体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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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将“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与贯通培养项目基础教育阶段化学教学

相结合，有助于解决传统化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核心素养落实不足，评价单一、片面，课堂教学评价随

意问题。“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评价提倡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内容全面化，

通过不同评价方式的相互配合，充分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该增强教学评

价意识，加强教学评价素养，将教学评价贯穿教学始终，构建“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模式，通过

创设真实情境，开展小组合作，线上线下相结合，布置分层作业，构建多元评价，积极反馈教学评价

等方法积极探索“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的实施，推动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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