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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标教学法的理论依据是“掌握学习”理论。“掌握学习”

理论是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布卢姆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

来的。“掌握学习”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教学

实践与教学理论尤其是教学方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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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教学法的课堂操作要点和实施模式及要求

（一）第一步：确定目标

1. 教学目标一定要依据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教材、课程标

准等各级各类目标确定课时教学目标，并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

况再分层设定教学目标。如在进行《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教学时，

将各班学生分 A、B、C 三层，A 层学生能力最高，并设定对应的

教学目标：

C 层：掌握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公式，能利用公式解决一些

简单问题，如知三求二，渗透方程思想。

B 层：理解等比数列的前 n 项和公式的推导过程，渗透分类

讨论思想。

A 层：掌握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能利用公式解决一些较

复杂的实际应用问题。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从

特殊到一般的思维方法。

结 合 教 学 实 际， 教 学 目 标 的 设 定 要 体 现 出 持 续 性 

例如在讲授“解三角形”这一章节时，我根据教学内容，将学生“探

究性学习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这一要求始终贯穿在教学活动中，

并利用数学问题的解答，多变题型的探究，小组合作的评析等方式，

锻炼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品质，实现学生在长期持续性的解

答问题、探究实践中，学习能力得到提高，而最能表现教学目标

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二）第二步：实施目标

1. 目标导向。根据不同章节内容出示不同容量的预习性习题

来明确学习目标。

2. 自学达标。明确达到教学目标的方法。例如：独立看书或

边看书边操作或分组讨论等。

（三）第三步：评价目标

1. 集中检测、反馈，巩固知识，训练技能，形成第三层达标。

2. 评价、矫正、强化、针对测试结果，个别补差，整体小结，

强化。

二、“目标教学法”课堂教学模式的操作过程和要求

（一）第一步：创设情境，导入课题（大约 4 分钟）

1. 创设教学情境，复习回顾已学知识或本课时要用的基础知

识，为接受新知识做辅垫。要起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效组织

教学的作用。

2. 引出课题，交待这节课的学习任务、相关内容及要解决哪

些的问题。

（二）第二步：展示目标，明确任务（大约 1 分钟）

出示学习目标（课件），是为完成教学目标中重点、难点而设立，

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任务，确定学习方向，使学生自主学习更

有针对性，使课堂实施“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更加有成效。

1. 出示学习目标用时要短，从而节省时间，让学生有充分的

时间去学习；

2. 学习目标要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

学生经过努力就能完成，这是学生自主探究成败的关键。

（三）第三步：自主学习，导学达标（大约 25 分钟）

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围绕“学习目标”或“自学提纲”进行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通过学生自学、

小组合作，交流研讨、板书展示、板前讲解，质疑探究，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良好习惯，教师对重要知识点进行追问

和点拨，及时纠正，解决学生自主学习碰到的问题。

1. 教师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

习，养成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应关注

学困生、中等生的学习情况。

2. 教师要适时鼓励学生，对“复杂问题”要适当开展“合作“学

习，重视“合作”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学生回答正确时，老师决

不重复，而紧接着让学生回答后面的问题。

3. 教师课堂导学要及时回扣“学习目标”，在学生难以理解

的地方要想方设法让学生理解掌握，真正做到了让学生“解惑”，

决不让学生留下疑难。

（三）第四步：达标检测，反馈效果（大约 10 分钟）

对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或本节课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出示相

关的题目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起到复习、强化学习目标，

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

1. 学生要独立完成，限时完成。

2. 达标检测题目要预先设计，检测形式可以是做检测试卷，

亦可以是做作业。

3. 检测完毕，及时作出评价，及时纠正错误。

4. 个别学生存在的问题，安排学生或由老师进行个别辅导；

多数学生存在的问题，安排统一时间进行辅导讲解。

（五）第五步：总结回顾，拓展提升（大约 5 分钟）

这一环节，教师主讲，是教师进行归纳总结阶段，通过板书

小结、精读课本等方式归纳教学任务。拓展提升，是对基础知识

的深化，对学生学知较高的要求，是教学不可少的一步，用以解

决一些学习基础较好的同学课堂“吃不饱”的问题。

1. 知识内容要有完整性。

2. 课堂教学从学生“学习目标”回归到教师“教学目标”。

3. 拓展环节要有实效。

在数学教学中要教会学生发掘知识的原始来历，让他们去

体会知识的认知过程，允许学生失败、徘徊、走弯路，可以在

教学中故意留一些美丽的错误，露一些马脚，留一些辫子，以

引导学生“查漏补缺抓小辫”，要培养他们敢于猜想和联想的

良好品质，在探索求知中去体会、去发掘数学知识的真谛，探

求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