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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教-评一致性”理念在思政课中的运用 
刘晓娟 

（河北沧州经济开发区中心学校  061000） 

摘 要:本研究通过“学-教-评一致性”理念在思政课中的运用调研中发现：思政课中学习目标的制定缺乏理论依据，课堂评价
滞后，并且学习目标、教学任务、评价任务缺乏一致性。通过研究提出了提出了建议和方法。 

关键词：“学-教-评一致性”；初中思政课 
 

学-教-评一致性是基于标准的教学，是一种行动策略，是一种

理念。教——是教师想让学生知道什么，即要让学生到哪里去。学

——是学习活动，是为了达到教的目标设计的学习任务，即怎样把

学生带到哪去。评——是评价，就是对学习活动进行反馈和矫正，

即怎么知道学生到那了吗。 

对“教学评一致性”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进行研究，分析思政

教学中“学教评不一致”的具体情况，能为“学教评一致性”落实

提供对应建议，对于提高初中思政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初中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教学评不一致”的情境，主
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首先是课堂教学目标设计过于模糊，设定不清晰。这就给思政

课堂教学带来了困扰。教师的备课工作一定要做充分，不能从网上

或者其他教师那里随便摘抄应付了事，教案不是用来应付检查的工

作手段，是教师制定学习目标，设计教学流程的重要工具。另外，

部分教师的学习目标没有紧扣初中思政课程标准。 

其次就是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教学讲解较为随意，教学内

容时常脱离学习目标。思政课教学虽然比较灵活，需要充分的展开

联想，深入挖掘，但不能天马行空，脱离原本设计好的学习目标。 

第三，缺乏课堂评价，老师教了，学生学会了吗？甚至老师们

经常抱怨，我讲了 800 遍，学生们还是学不会。认为我们教了，学

生就应该学会了。 

第四，就是教师缺乏评价与学习目标结合的意识，评价任务未

能匹配教学目标，评价方式较为传统落后。传统的课堂测验，试卷

检测只能体现出个别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不能让教师了解学生是否

达成学习目标 

二、“学教评一致性”在初中思政课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一）学习目标设计要科学，要适切。 

学-教-评一致性是基于目标的教学，学习目标是教学设计的核

心，也是构建有效课堂的先决条件，是教学的灵魂。学习目标的制

定依据是：课程标准、教材分析、学情分析。 

例如，在讲授“互动开放的世界”时，我对课程标准、教材、

学情进行了以下分析。 

1、课标分析，（1）课表摘录：《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与本课有关的要求：“我与国家和社会” 中的“认识国情，

爱我中华”。具体对应的内容标准是：2.8 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2.9 认识树立全球观念的重要性，增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

意识和愿望。(2)课标分解：学什么：①、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首先要知道世界的特点，还要知道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②、

认识树立全球观念的重要性，增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意识

和愿望。是指在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表现、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我

国和青少年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学到什么程度：①、了解当今

世界的发展趋势。”中“了解”表示学习程度，根据布鲁姆分类学

属于知道层次，“知道”层次要求学生能识别、呈现、陈述等，所

以学生能通过材料分析识别世界的特点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②、“认识树立全球观念的重要性，增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

的意识和愿望。”中“认识、增强”表示学习程度的动词，“认识、

增强”根据布鲁姆分类学属于“理解”维度， “理解” 维度要求

学生能解释，说明，概括，举例，推论等，所以“认识树立全球观

念的重要性，增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意识和愿望，”指学

生能够结合材料和课本能辩证的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并概括出

我国和青少年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在分析过程中增强全球观

念，忧患意识，规则意识和开放心态，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关心国际

社会的发展。怎样学：政治学科素养之一是政治认同，政治教学中

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托各种情境，营

造各种情感氛围，调动学生的情感细胞，吸引学生的情感因素，明

辨各种复杂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在情境中感悟，在情境

中辨析，从而使得学生在认知冲突中明晰正确的价值取向，增强政

治认同。 

1、通过 2020.11.6 上海进博会的图片和世界人民通过互联网关

注美国大选的情境，提高学生兴趣，引出课题。 

2、播放上海进博会视频，学生经过思考、探究、小组讨论，

归纳出世界的特点。 

3、通过课本 P5 探究与分享：一双鞋的“旅行”和世界知名商

标图片归纳出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作用。 

4、老师提供 2020 年新冠疫情对各国影响的材料，学生经过思

考、探究，从而解决问题，增强思辨能力，总结出经济全球化的消

极影响。    

5、通过习近平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视频讲话，总结出国家

和青少年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做法，提高全面认识复杂世界的能力和

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能力。 

（二）、教材分析。本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道德与法治》2018

年 6 月第 1 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下）第一课中的第一框第一

课时 

本单元主要从学生身边的生活出发，引导他们逐步把视野投向

广阔的世界，了解当今世界格局与发展趋势，为树立全球观念打下

基础。第一框从经济、文化等角度介绍当今世界的特点。联系学生

的生活实际，分析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与影响，引导学

生理解，我们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做好参与竞争防范风

险的准备；我们既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又要知道文化的差异性

而进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从而推动文化创新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由于内容较多本节课只解决世界特点和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这

个词最早是由 T·莱维于 1985 年提出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教材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我在网上搜了一个学生更容易理解胡

定义。经济全球化的应对做法，课本只介绍了国家的应对做法，没

有介绍学生或者青少年怎样做，但是课标要求“树立全球观念的重

要性，增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意识和愿望”，所以我又增

加了面对经济全球化青少年的做法。 

（三）、学情分析。从九年级学生的知识储备来看，他们已经

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世界历史等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能

够认识到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但对日益紧密联系的具体表现了解不

足。知道我们的生活与世界息息相关，但无法准确地建立起世界，

国家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具体联系。知道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

些重大事件，但在这些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以及世界格局变化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思考较少 

从九年级学生的思维特点来看，他们已经具备了理性思考和逻

辑思维能力，但思考容易出现简单化表面化等问题，辩证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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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指导。从九年级学生的生活经验来看，他们能

够在生活中感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们的认知仅仅停

留在对现象的了解层面，缺乏对现象本质的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我制定了三个目标。学习目标 1：（学生）观看

进博会视频，准确识别出世界的特点，感受世界的变化与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基础目标）  

学习目标 2：通过教材 P5 探究与分享和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商标

的图片和 2020 年新冠疫情材料的分析，小组讨论、探究经济全球

化的表现、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增强思辨能力，提高全面认识复

杂世界的能力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能力。（支撑目标） 

学习目标 3：通过观看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视频，小组讨

论、探究全面总结国家和青少年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办法，从而增强

全球观念，忧患意识，规则意识和开放心态，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关

心国际社会的发展。（核心目标） 

教学过程围绕学习目标展开，不论思政教师针对初中生运用什

么样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开展的过程中都要围绕学习目标进行。只

有把教学过程与学习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各种教学方法的优

势。教学实施过程与课堂教学情绪把控都是贯彻教学目标的重要路

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学习目标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密切联系

起来。 

仍旧以“互动开放的世界”为例，我先通过 2020 年 11 月 6 日

的上海进博会的情境创设，联系旧知，提出疑问，导入了新课—《互

动开放的世界》。然后展示学习目标，让学生有目的的进行学习。 

创新教学评价，匹配学习目标，师生共定评价标准。 

学-教-评一致性是指教学目标、学习目标、评价目标一致，教

师不仅是教学的指导者，而且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监控者。评价任务

是课堂评价，不是课堂结束后的评价，而是镶嵌在课堂教学之中的，

并且与学生学习目标相一致的评价。本课根据学习目标我制定了三

个评价任务。评价任务 1：通过写一写活动分辨世界特点的不同表

现（检测目标 1） 

评价任务 2：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总结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作用

和消极影响（检测目标 2） 

评价任务 3：通过观看习近平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讲话总结国

家和青少年应对做法（检测目标 3） 

有评价就要有评价标准，评价标准是学习目标的细化。 

强调正确的标准要比奖励进步的表现更为有效。教师要向学生

提供预测自己表现的标准和机会。——格兰特.威金斯。评价标准本

质上是为了使主观判断与观察尽量清晰、一致、严密。评价标准是

回答学多好才能算作好，即什么样是合格，什么样是优秀。在教学

过程中我和学生共定的标准是：评价标准 1：准确；评价标准 2：

①、结合课本和材料分析，从生产和贸易两方面呈现经济全球化表

现。②、结合课本和材料分析，至少从三个方面说出经济全球化的

作用。评价标准 3：①、结合视频信息，从国家和青少年两个角度

呈现做法。②、结合视频信息，国家和青少年都要从利弊两方面呈

现做法。 

综上所述，“教学评一致性”在初中思政课教学中具有重要实

践价值，可以有效提高初中思政教学的质量，提高学生思政学习的

效率。初中思政教师要科学设计学习目标，教学过程要学习教学目

标展开，创新教学评价，师生共定评价标准，积极实践“学教评一

致性”的重要教学理念，深化初中思政课教学改革，推动新课改理

念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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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要通过师生的亲身体验向外传播和推广，因为师生既是大

学的内部顾客，更是对外宣传的核心主体，对品牌的传播和推广更

为关键。因此，要通过会议、培训班、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多种

途径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灌输品牌理念，在公共场所悬挂品牌标

识，营造浓厚的品牌创建氛围。通过建设党建工作品牌，让师生真

正受益，从而建立起对高校党建品牌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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