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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

初中生物学新课程 “教—学—评”一致性的

核心要义、具体体现及实践策略

王　飞　徐梦杰

摘要：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各学科课程注重实现 “教—学—评”一致性，理解

其核心要义及具体体现具有重要意义。《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核心素养为宗旨、以学习主题为框架、以学业质量为准绳，为 “教—学—评”一

致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教学中，教师应聚焦核心素养目标，并通过完善主题设

计、创新探究实践活动以及树立多元评价方式等，落实 “教—学—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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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ＷＮＵＳＫＱＮ２０２１３８）；甘肃省 “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普通高中学业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ＧＳ

［２０２０］ＧＨＢＺ１９２）。

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学—评”一致性

成为各学科普遍关注的焦点。《义务教育生物学

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 “新课

标”）以育人为导向，通过建构学习主题，设置

内容要求、学业要求、教学提示，细化评价与考

试命题建议，增加教学案例、评价案例等，明确

了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 “为什么教”“教什

么”“教到什么程度”，强化了 “怎么教”的具体

指导，力求实现生物学课程 “教—学—评”一致

性。在此背景下，必然要求广大教师思考三者之

间的一致性问题，理解其核心要义及其在生物学

课程中的具体体现，以更好地探索 “教—学—

评”一致性的实践路径。

一、“教—学—评”一致性的核心要义

所谓 “教—学—评”一致性，是指在整个课堂

教学系统中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对学生学习的评

价三个因素协调配合的程度。其中，“教”是指教

师帮助学生实现目标的指导活动，“学”是指学生

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评”是指教师和

学生对学生学习表现的评价，以监测学生学习目标

的达成情况。［１］综合来看，“教—学—评”一致性的

核心要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目标是 “教—学—评”一致性的关键

和核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什么教、教什

么、怎么教和教得怎么样，学生为什么学、学什

么、怎么学和学得怎么样，所有与这些相对应的

评价任务、评价信息的收集、评价反馈、评价结

果的使用都要围绕教学目标进行。［２］教学目标的

达成是教学有效的关键证据所在，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以清晰的目标为前提，教师的教、学生的

学以及对学习的评价应具有目标的一致性。［３］以

教学目标为导向，使教、学、评保持一致性，在

教学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保证教

学过程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其次，教、学、评三者之间多重一致。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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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一致性，即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之间

要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学生所学的内容要与教

师所教的内容保持一致，学生的学习策略要与教

师的指导策略保持一致，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

解、运用要与教师预设的目标保持一致。二是

“教—评”一致性，即教师的教学与对学生学习

的评价要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教师教的东西应

该是评的东西，有教必须有评，如果教而不评，

就无法回答教师为什么要教、是否教得有效，也

无法回答学生是否已经学会、学会了多少等问

题。三是 “评—学”一致性，即学生的学习与对

学生学习的评价之间要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所

有的评价要与学生所学的内容保持一致，所获得

的学情信息都应参照预设的目标进行分析、作出

判断、形成反馈，以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后续的

学习。［１］

二、初中生物学新课程 “教—学—评”一致

性的具体体现

新课标以生物学核心素养为统领，使得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等各个组

成部分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有力地保障

了 “教—学—评”一致性的落实。［４］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核心素养为宗旨，体现目标层面的

“教—学—评”一致性

清晰明确的课程目标是落实 “教—学—评”

一致性的关键和核心。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培育是

生物学学科育人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生物学课

程与教学的出发点。新课标以核心素养为宗旨，

从生命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

个方面出发，构建了清晰明确的生物学课程目标

框架，为课程内容与学生的素养发展搭建有机联

系的桥梁，为 “教—学—评”一致性的落实提供

有效的目标导向，突出了生物学的学科育人价

值。针对生命观念，提出了 “掌握生物学基础知

识，形成基本的生命观念”的课程目标；针对科

学思维，提出了 “初步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具备

一定的科学思维习惯和能力”的课程目标；针对

探究实践，提出了 “初步具有科学探究和跨学科

实践能力，能够分析解决真实情境中的生物学问

题”的课程目标；针对态度责任，提出了 “初步

确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乐于探索生命的奥

秘”“树立健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强身健

体和服务社会”的课程目标。四个方面的核心素

养目标既是各具独特价值的存在，又是相互联

系、有机统一的整体，为 “教—学—评”一致性

提供了强有力的目标导向。

（二）以学习主题为框架，体现内容与实施

层面的 “教—学—评”一致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与实施是影响核心素

养有效落实的重要因素，对课程目标的有效落地

起着关键作用。新课标以七个学习主题为框架，

每个学习主题以 “大概念、重要概念、次位概

念”三级结构，系统构建了课程内容体系；设置

包含教学策略建议、情境素材建议、学习活动建

议等的 “教学提示”，为课程内容的教与学提供

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促进了 “学—教”一致性的

达成；设置 “学业要求”，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提出了评价要求，体现 “评—学”一致性的达

成。这样，就形成了逻辑分明的教、学、评框架

体系，由此构成内容与实施层面的 “教—学—

评”一致性。

例如，在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学习主题

中，“内容要求”给出大概念 “生物体具有一定

的结构层次，能够完成各项生命活动”、重要概

念 “１．１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以及１．１．１至１．１．５等次位概念，在相应的 “教

学提示”部分给出 “与细胞结构和功能有关的生

活现象，如糖拌西红柿渗出汁液、煮苋菜时汤汁

变红等”情境素材建议，以及 “为学生提供多种

生物材料，指导学生制作临时装片，利用显微镜

进行观察，使学生初步学会使用显微镜观察的方

法，形成对细胞结构的感性认识”等教学策略建

议，这是课程内容中相关的 “教”。给出 “练习

使用光学显微镜；用显微镜观察池塘水中的微小

生物”等学习活动建议，这是课程内容中相关的

“学”。给出 “正确、规范地制作临时装片，使用

显微镜进行观察，能够针对观察结果中可能出现

的成像不佳等情况，从材料制备、仪器设备、操

作程序等方面初步分析原因”等学业要求，这是

课程内容中相关的 “评”。如此，达成了该主题

下 “学—教”“教—评”及 “评—学”相互之间

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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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学业质量为准绳，体现评价层面的

“教—学—评”一致性

课程评价对教育教学起着关键的监控作用，

有助于教学活动设计的完善，促进课程目标的达

成。新课标以生物学核心素养为主要维度，结合

课程内容，对学生学业成就具体表现特征进行了

整体刻画，为课程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可以进

一步促进 “教—学—评”一致性的落实。

例如，新课标在有关生物与环境的问题情境

中，从生命观念培育的维度提出 “运用进化与适

应观和生态观分析生物在形态结构和行为等方面

与环境相适应的特征”学业质量要求，从科学思

维和探究实践培育的维度提出 “结合有关生态环

境、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监测结果，分析环境污

染、生物多样性变化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学业质

量要求，从态度责任培育的维度提出 “针对相关

的生态学问题，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可持

续发展、经济效益等方面，尝试提出研究思路或

可能的解决方案，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实践，展现

生态文明观念”学业质量要求。这为学生 “生物

与环境”学习主题相关知识的学习提供了目标参

考，有助于 “评—学”一致性的达成，也为教师

的教学提供了评价指导，可以促进 “教—评”一

致性的达成。

除此之外，新课标还给出一系列评价建议，

提出 “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多元多样”的评价

原则和与 “课堂评价、作业评价、单元评价、跨

学科实践活动评价、期末评价”相关的评价实施

策略，为评价提供了更细致、更全面的参考依

据，同时呈现教学与评价案例，为教师进行教学

评价提供具体参考，增强了 “教—学—评”的实

践指导性。

三、初中生物学新课程 “教—学—评”一致

性的实践策略

（一）聚焦生物学核心素养，明确教学目标

生物学核心素养作为初中生物学新课程

“教—学—评”一致性的关键和核心，是生物学

课程与教学的宗旨和根本遵循。因此，教学目标

的制定要聚焦生物学核心素养，要让学生在生物

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中初步形成生命观念，

在生物学知识的迁移、应用中发展科学思维、探

究实践和态度责任等生物学核心素养。

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的育人性

和发展性，体现核心素养的综合性、发展性和实

践性等特点，使生物学核心素养贯穿于教、学、

评过程之中，促进 “教—学—评”一致性的达

成。其次要考虑到教学目标的适宜性和匹配性，

综合分析学校、教师与学生等各种影响因素，从

教师的教学素养与评价素养、学生的学习水平与

能力等角度出发，确保教学目标是教师能教、学

生能学的，并能够成为教学有效性的关键证据。

最后要考虑教学目标的可操作性，对于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如何进行定性和

定量评价，需要使教学目标具体、可操作，以更

好地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落实 “教—学—

评”一致性。

（二）完善主题设计，进行系统科学的 “教”

教学设计与实施是保证 “教—学—评”一致

性达成的重要环节，因此，教师要关注教学内容

结构体系的搭建，完善学习主题的教学设计，保

证教学活动的系统性、科学性，促进学生的综合

性发展。

首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要结合新课

标中七个学习主题的内容安排，以主题统整教学

设计，针对知识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课时，为

“教—学—评”一致性的达成奠定内容框架基础。

其次，教师要深入分析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结

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针对每个学习主题中的

内容要求，合理把控教学知识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使教学内容成为学生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做

到学生所学即所教，促进 “学—教”一致性的达

成。同时，教师要时刻保持审视、思考与评价，

做到有教就有评，并且将评价的关注点集中在学

生是否可以理解、是否容易理解上，而不是自己

是否需要教、是否容易教，最终以评价结果完善

学生的学习活动，保证学生学习活动的完整性和

有效性。最后，教师要结合新课标的教学提示，

设置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的学习与

教师的教学保持一致，建立学生对生物学的好奇

心、探求欲，在兴趣引领下学习应用生物学知

识，发展生物学核心素养。

（三）创新探究实践，进行动态活跃的 “学”

“教—学—评”一致性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

·２６·



体，要学会学习并发展自身的学习策略。因此，

教学要从学生的素养发展出发，充分发挥学生在

探究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在发展科学思维的同

时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在主动探究实践中发展

态度责任。

教学中，教师首先要保持创新思维，针对教

学内容认真挖掘、设计可实施的学习活动，结合

新课标中给出的学习活动建议，从活动的价值与

意义出发进行活动的选择与创新，促使学生在真

实的实践体验和情境任务中理解和应用知识，建

立教与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 “学—教”一致

性。其次，在活动的探究实践过程中，教师要为

学生的学习搭建支架，促使学生的学习保持积极

活跃的动态，而非停留在知识的静态记忆上，使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学习策略，真正

掌握学习方法。最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评价与反思，通过对比

教学目标分析判断自身的学习效果，给出学习反

馈，进而为后续学习提供改进方向，促进 “评—

学”一致性的达成。

（四）树立多元意识，进行分层综合的 “评”

基于评价的育人性和发展性，评价应贯穿于

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教学结果与教学反思等，由此促使 “教—

学—评”一致性的达成。评价框架的设计重在整

体性、层次性、有效性，从评价内容、评价主

体、评价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同时，教学评

价要与教学目标紧密结合。

首先，教师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作出评

价，充分考虑教学内容是否符合新课标的要求，

教学方法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逻辑。其次，在授

课完成后依据教学结果对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作

出评价，分析教学目标是否达成，及时发现教学

中的优势与不足。最后，将完善后的教学设计应

用于教学实践，并作出新的评价。如此，不仅评

价结果得到了有效利用，教师的评价能力也在反

思与总结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同时，教师还应

注意不同教学中评价框架的搭建，不仅要重视结

果性评价，也要积极探索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

价、分层评价、综合性评价等多元评价，促使评

价与学生的学习保持一致，完善 “评—学”一致

性。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评

价中来，通过自评发现并改善自己的生物学学习

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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