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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学–评”一致性作为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强调教学目标、学习过程与

评价体系的有机统一。基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要求，结合逆向设计与系统观念理

论，从目标精准化、活动情境化、评价多元化三个维度，探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学–评”一致性的

实施路径。旨在实现语文知识学习与核心素养发展的深度融合，为语文教学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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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consistency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implement the core quality, emphasizes the organic 
unity of teaching objectives, learning process and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combined with reverse 
design and system concept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consistency 
of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arget precision, activity contextualization and evaluation diversification. It aims to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 learning and core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theo-
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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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语文学习应致力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强调

‘教–学–评’的一体化”[1]。语文作为母语学科，其教学需在文化传承、语言运用、思维发展与审美

创造中落实核心素养目标。然而，传统语文课堂常常存在目标模糊、评价滞后、学评脱节等问题，导致

素养目标难以落到实处，学生的学习效果得不到有效的反馈。如何通过“教–学–评”一致性设计，破

解语文教学中的低效困境，成为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基于语文课程特点，结合多学科实践经验，构建

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评”一致性框架，以期为语文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 

2. “教–学–评”一致性的理论基础与内涵解析 

(一) “教–学–评”一致性的理论溯源 
1) 逆向设计理论 
逆向设计理论由美国的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在其专著《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中提出。

逆向设计理论是一种独特的教学设计，其强调“以终为始”，主张从学习目标或者学习效果出发，先确

定评估证据，最后再设计教学活动。“逆向设计理论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从结果出发的思考

方式，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落实教育改革。”[2]该理论旨在通过评价嵌入教学过程，成为诊断

和驱动教学的工具。 
这一理念与新课标倡导的“目标导向”高度契合，为语文教学提供了结构化设计路径。例如，在《春》

的教学中，教师需先明确“通过朗读体会语言韵律美”的目标，再设计朗读评价量表，最后组织情境化

朗读活动。 
2) 系统观念的指导意义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的重要内容。“所谓系统性思维就是指人们在对复杂系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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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认知模式和方法论规范。”[3]将其与语文教学相结合，强调教学要素之

间的关联，将目标、活动与评价视为有机整体。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需以整体视角统筹课堂设计，避免

目标、活动与评价的割裂。例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前对教学目标做设定、设计情境任务与多

维评价反馈的协同作用，形成“学–评–教”良性循环。在教学《桃花源记》时，教师可以将教学目标设

定为“理解文章内容，体会作者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然后设计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如朗读、讨论、写作

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理解文章内容。同时，通过课堂提问、作业批改、测试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进行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教学策略，以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 语文“教–学–评”一致性的内涵特征 
语文“教–学–评”一致性的内涵特征，本质上是通过教学目标、学习活动与评价方式的深度关联，

构建一个以学生素养发展为核心的动态支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目标的设定不再是模糊的，而是将其

被拆解为可观察、可操作的具体行为。“它强调以明确的教学目标为导向，设计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活动，

并通过即时、全面的教学评价来监测学习成效，进而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活动始终围绕目标展开”

[4]。例如，教师希望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时，可能会设计“对比中外神话故事，提炼中华文化的独特

价值观”的任务，同时以“能够引用至少两个典型例子支持个人观点”作为评价标准。这种从抽象的目

标到具体行动的转化，让师生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其行动的方向的正确性和学习方式的有效性，避免了教

学与评价“各说各话”的割裂现象。 
教学过程与评价的融合，打破了传统课堂中“先学后考”的固定模式。例如：在一堂以“新闻写作”

为主题的课上，作文的分数不再是作为对学生评价的最后标准，而是在采访实践、信息筛选、标题拟定

等每个环节嵌入评价。对学生分组后，进行模拟记者采访时，教师通过观察提问的针对性、记录的完整

性给予即时指导；在撰写导语时，学生用“5W1H 自查表”检验内容要素是否齐全；在初稿完成后，小组

成员互相根据真实性、客观性指标互相批注。这种边做边评的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反馈，

助推学习。若学生在修改标题时，发现自己的表述带有主观色彩，便会主动回顾新闻语言特点，这种基

于发现自身存在问题的再学习方式往往比被动听讲更加有效。 
评价的发展功能在这一体系中尤为关键。教师需要像纪录片导演一样，用持续记录的视角关注学生

的成长轨迹。学生若在议论文写作中，从最初的观点模糊、论据单一到后期能够多角度辩证分析，在此

期间的每一次提纲修改、教师批注、素材积累都被收录到个人学习档案中。这些过程性证据不仅帮助教

师诊断问题，如果发现学生擅长举例但缺乏逻辑衔接，更能让学生直观看到自己的进步，这也成为了激

励学生进步的“催化剂”。对于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教师可以设计阶梯式任务，例如：一位学生在古诗

赏析中难以体会作者表达的情感，教师可能先让其从找出描写环境的词语入手，再逐步过渡到分析意象

与情感的联系，最后尝试对比不同诗人笔下的春景。这种设计阶梯式任务的策略，既保护学习信心，又

引导学习思维从低到高逐步迈进。这个系统的重点，来源于“目标–实践–反馈”之间的动态调整。一

位教师在单元教学中发现，预设的撰写调查报告的学习目标对学生而言难度过高，导致多数报告流于形

式。通过分析学生草稿中的问题，例如数据分类混乱、结论缺乏依据，她将目标拆解为设计调查问题、

用图表呈现数据、结合数据提出建议三个阶段，并对应每个阶段指导并做出相应的评价量表。调整后，

学生在阶段性任务中逐渐掌握方法，最终完成的报告质量显著提升。这种“发现问题–调整策略–再实

践”的循环，使教学始终贴近学生的真实需求，也使得核心素养的培养真正落实，从而促进学生学习能

力的提升。 
在这样的课堂中，语文学习不再是知识的机械堆积，而是一场师生共同参与的素养培育。教师通过

评价不断校准教学方向，学生通过反馈持续反思学习路径，而语言运用、文化理解、思维发展等素养目

标，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培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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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中语文“教–学–评”一致性的现实困境 

(一) 目标设计失焦：从“知识中心”到“素养导向”的转型挑战 
初中语文“教–学–评”一致性的现实困境中，目标设计失焦问题尤为突出。随着语文课程改革从

“知识中心”向“素养导向”转型，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面临深层挑战。部分教师尚未完全摆脱传统

教学思维的束缚，仍将教学目标机械拆解为孤立的知识点。例如：在散文类文本教学中，过度聚焦于修

辞手法等显性知识，而忽视对文本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的挖掘。这种割裂式的目标设定，使核心素养所

强调的文化传承、思维发展、审美创造等维度难以形成有机整体。更值得关注的是，教学目标表述常常

陷入笼统化，诸如提升阅读能力、培养文学素养等宽泛表述缺乏可观测、可评估的具体层级指标，导致

教学实施与评价失去明确依据与切入点。究其根源，既存在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内涵理解得不够透彻的

问题，也暴露出在教学实践中将素养目标转化为具体教学行为时缺乏相应的实施策略。 
学情分析的表面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目标设计的偏离。当前多数教师仍依赖过往教学经验判断学

情，未能建立系统化的学情诊断机制。在文言文等教学难点领域，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认知基础、情感

态度及思维障碍的精准把握，致使教学目标与学生真实发展需求产生错位，关联性较弱。这种缺乏实证

支撑的学情研判，容易造成教学预设与课堂生成之间的鸿沟——当教师未能洞察学生对文言虚词积累的

薄弱现状，或对古文学习普遍存在的畏难心理时，按既定进度推进的教学设计必然遭遇学生参与度衰减、

深度学习难以发生的困境。这种目标与学情的脱节，不仅削弱了教学实效性，也会使得学生对课堂教学

失去兴趣，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是与课堂教学脱节，使得“以学定教”的理念流于形式，体现了

“教–学–评”一致性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可实施的过程性评价机制。 
(二) 活动设计割裂：情境缺失与思维浅表化 
当下的课堂活动多局限于文本解读，缺乏真实情境的迁移应用。情境教学在语文课堂的实施过程中，

往往呈现出机械化的倾向，暴露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层断裂。许多教师虽在教学设计中嵌入了情境要

素，但多停留于文本表层信息的具象化再现，未能构建起连接知识习得与现实运用的认知桥梁。这种形

式化的情境创设，本质上是将生活场景简单移植到课堂场域，忽视了学生在知识迁移过程中需要经历的

主体性建构过程。以建筑类说明文的教学为例，学生能够准确辨识列数字、摹状貌等说明方法，却在校

园景观规划的真实项目中暴露出概念化理解与实际操作之间的鸿沟。这种知行脱节现象折射出当前情境

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教师更注重学科知识的场景化包装，而缺乏对问题解决路径的实际操作型引导。

当文化类文本的教学强行与地区非遗传承话题联系起来时，由于缺乏文化认知和实地体验的情感浸润，

那些脱离学生认知的情境设计反而异化为空中楼阁，难以唤醒深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的共鸣。 
当前语文课堂的思维训练体系存在着显著的认知断层，这种断层在问题设计的结构失衡中尤为凸显。

教师往往将教学重心置于文本信息的筛选与重组，满足于学生对显性知识的提取与复现，当经典文学作

品的教学止步于情节梳理与人物行为罗列时，便错失了构建文学鉴赏与价值批判的关键契机。社会批判

类文本的教学本应成为培养辩证思维的绝佳载体，但表层化的问答设计使得文本蕴含的文化密码与社会

隐喻始终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这种思维训练的浅表化倾向，不仅制约了学生分析、评价、创造等高阶

思维能力的形成，更在深层维度影响了其价值判断体系的建构。当课堂对话始终徘徊在“是什么”的认

知层面，未能向“为什么”“怎么样”的思辨层次推进时，学生容易形成被动接受式的思维定式，其批判

性思维与创新意识的发展空间也随之受到压缩。 
(三) 评价效能不足：工具单一与反馈滞后 
教育评价效能的不足集中体现在工具选择与反馈机制的双重困境中。传统纸笔测试作为主流评价方

式，长期固守着以标准化答案为导向的评价逻辑。这种机械化的评测模式过分强调知识复现的准确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779


龙超，胡洪强 
 

 

DOI: 10.12677/ae.2025.155779 442 教育进展 
 

将复杂的认知过程简化为选择题、填空题等封闭式题型，致使评价活动沦为记忆能力的检测工具。当面

对写作、口语交际等需要创造性思维的学习领域时，分数制量化评价难以捕捉学生思维发展的动态轨迹，

更无法对语言组织的策略性、逻辑建构的严密性等深层能力进行有效诊断。教师批改作文时惯用的等级

评定，实质上阻碍了每个学生以独特的表达进行写作，评语中结构松散、语言平淡等程式化表述，既缺

乏对问题根源的学理分析，也未能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 
评价主体的权力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效能衰减的问题。教师作为单一评价权威的格局，抑制了学

习者自我反思与同伴协作的成长契机。在口语交际课堂中，学生虽被赋予互评权利，但由于缺乏分级清

晰的评价标准与系统的评价方法训练，其反馈往往停留在声音洪亮、表达流畅等表层观察。这种浅表化

的互评既不能帮助评价者建立批判性思维，也难以让被评者获得实质性提升。更值得关注的是，学生自

评机制的长期缺位，使得学习者习惯于被动接受外部评判，丧失了将评价标准内化为学习策略的关键转

化能力，这种主体性的缺失直接割裂了评价活动与元认知发展的内在联系。 
评价体系的创新需要突破传统工具与权力结构的双重束缚。在工具维度上，应构建多模态评价体系，

将学习档案袋、项目式评估、数字化表现性任务等动态评价方式有机整合，通过过程性数据采集实现教

学评的一致性。在主体关系重构层面，须建立教师引导下的多元评价共同体，通过开发适切性评价支架、

开展评价素养专项培训，帮助学生掌握分析学习成果的认知工具，使评价活动真正转化为促进深度学习

的教育契机。 

4. 实践路径：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评”一致性策略 

(一) 精准定位目标：以学科大概念统领教学设计 
在教学设计中，精准定位目标的核心在于以学科大概念为统领框架，通过系统性思维将碎片化知识

转化为深层认知结构。这种设计理念强调从课程标准的宏观视角出发，将抽象的核心素养目标分解为可

操作的层级化学习要求。以语文课程中“红色文化”主题单元为例，教师需要超越单篇文本的知识传递，

提炼“精神传承”这一学科大概念作为教学支点，构建“理解红色精神–分析现实意义–践行价值观念”

的三维目标体系。这种层级递进的设计不仅关注学生对历史语境的认知建构，更注重精神内涵与现实生

活的意义联结，使静态的文本学习转化为动态的价值体认过程。 
逆向设计框架的应用则为这种结构化目标体系提供了实施路径。教师首先需要锚定具有迁移价值的

预期成果，例如在《梅岭三章》的教学中，将学习目标设定为“学生能够阐释红色精神的本质特征，并运

用多维度证据论证其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形态”。基于此目标导向，评估设计需突破传统测试的局限，通

过撰写基于历史文献与当代案例的对比分析报告、组织学生讨论等表现性任务，多维度捕捉学生的概念

理解深度与价值内化程度。在此过程中，学习活动的创设需构建真实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跨学科项

目实践中建立历史事件、文学表达与当代价值之间的意义脉络。 
这种教学设计范式凸显了教育目标从知识传递向素养培育的范式转变。通过大概念的统摄作用，教

师能够突破课时限制，在单元整体视野下设计螺旋上升的学习进程；而逆向设计的实施路径则确保了教

学目标、评估标准与学习体验的三维统一，使学生在深度参与中完成从认知建构到行为转化的完整学习

循环。特别是通过创设联结历史与现实的思辨场域，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其在文本解读与

社会实践的交互中，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判断能力和文化传承自觉。 
(二) 情境化任务驱动：促进知识向素养的转化 
联系真实生活情境的教学设计体现了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深度融合。在《苏州园林》的教学

实践中，若教师突破传统文本分析的框架，设计“为本地公园设计文化展板”的实践任务，将园林建筑

艺术与地域文化传承有机结合。这一设计不仅要求学生深入理解课文中的总分结构和凝练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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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通过实地考察、素材搜集、方案设计等环节，引导他们在真实语境中运用说明文写作技法。学生在实

地考察的过程中，需要将静态的语文知识转化为动态的传播策略，既要保持叶圣陶先生严谨缜密的行文

逻辑，又要兼顾现代公共空间的审美需求，这种多维度的语言实践有效培养了学生统筹规划、创意表达

等综合素养，使语文学习真正成为连接文本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桥梁。 
嵌入学科认知情境的教学策略注重深度锻造学生的思维品质。以《孔乙己》教学为例，教师通过设

计“长衫意象的多维阐释”的任务，推动学生从表层符号解读迈向深层文化批判。首先聚焦文本细读，

引导学生解析长衫作为身份标识的象征意蕴；其次联系现代生活，启发学生联系当代社会中的知识异化

现象，辩证思考“精神长衫”在价值选择中的双重作用。这种阶梯式的问题设计，既遵循文学鉴赏的认

知规律，又融入社会学、哲学等跨学科视角，促使学生在文本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逐步形成

批判性思维框架。当学生尝试用理论工具重新诠释经典文本时，实质是在重新构建学习学科知识的方法，

这种思维跃迁正是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路径。 
(三) 多元化评价体系：实现素养发展的可视化 
“‘教–学–评’一致突出了评价的积极作用，通过表现性评价实现核心素养发展过程的可视化，

让学生真切地‘看见’自己‘真正学会了’。”[5]在数字化转型的教育生态中，评价体系的革新正推动

着教学范式的深层变革。过程性反馈机制突破了传统终结性评价的时空限制，通过云端协作平台构建起

动态交互的学习网络。教师借助智能批注工具对学生的议论文架构进行多维度解析时，不仅针对论点论

据的逻辑漏洞进行圈画标注，更通过语音评述功能将批判性思维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指导路径。这种即时

性的双向对话催生了“写作–反馈–改进”的螺旋上升模式，学生在接收专业指导的同时，借助反思日

志将反馈转化为认知图式的重构动力，逐步形成自我监控的元认知能力。 
多元主体协同评价模式重构了教学关系的权力结构，将评价场域拓展为师生共生的学习共同体。在

口语表达训练中，学生通过多维评价量表进行自我诊断与同伴互评时，实质是在解构传统权威评价的话

语体系。当学习者以内容建构、情感传递、语言表现等维度相互审视时，不仅深化了对评价标准的具身

认知，更在角色转换中培养了批判性视角。教师的介入性点评此时不再扮演裁判角色，而是作为支架帮

助学生超越表象评价，引导其发现语言表达与思维品质的内在关联，这种多主体评价模式使评价过程本

身成为思维发展的载体。 
增值性评价体系通过数据追踪技术实现了教育公平的微观突破，将教学视角从群体参照转向个体生

命轨迹的纵向描摹。在古诗文素养培育中，智能学习系统持续采集语音数据与情感分析指标，精准刻画

出学生从机械记忆到情感共鸣的认知轨迹。成长档案袋中叠合着语音波形图、背诵流畅度曲线与自我反

思文本，这种多模态的过程性证据链不仅让隐性的思维发展可视化，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努力–进步”

的正向反馈回路。当学生通过数据观察到自身学习效果有所提升时，知识习得便升华为自我实现的成长

体验，这种内在激励效应远超越传统分数比较带来的短暂刺激。 

5. 结语 

“教–学–评”一致性是语文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机制。教师需以目标为锚点，以情境为桥梁，以

评价为引擎，构建“学–评–教”良性互动的课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创新

个性化评价系统，以及跨学科主题学习中的“教–学–评”一体化设计，持续推动语文教学从“知识传

递”向“素养生成”的深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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