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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金文怡 

（温州第十四高级中学） 

 
摘要：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核心素养的深入课堂，经过研究实

践和探索，在吸收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初步形成了一

个新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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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高中化学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帮助学生获取双基知识，

提高科学素养，形成探究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同时引导学生形成
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达到知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和谐统
一。新课程改革成功实现了从偏重知识教育向知识教育、能力培
养、人文教育的和谐统一的转变；实现了从单纯关注学生的学业
成绩到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的的转变。在目前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课堂教学仍然是实现化学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主要途径。 

一、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的分析 
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以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评价为中心，主要

看的是讲得如何。主要有这样的条款：教学目的是否明确、教学
重点是否突出、难点是否突破、教材掌握如何、教法是否运用灵
活、教态是否自然、课堂气氛是否活跃、板书是否工整等，这些
都是从教师的角度的出发，看教师把教材教得如何，很少甚至没
有涉及到课堂教学的主体——学生。这种课堂教学评价难于把
握，多数的评价只是印象分数，它不能真实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创建新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和急迫。 

具体说来传统课堂教学评价的弊端和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
表现： 

（一）“是否完成认知目标”限制了教师对学生认知能力以
外的其他发展的关注 

在传统的教学评价标准中，教师是否完成预定的教学目标，
更确切地说是这节课的认知目标，是作为一节好课的很重要的指
标。 

的确，完成认知目标是教师在组织教学中一件很重要的任
务。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很多问
题情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有问有答，或讨论或交流，教师将
课堂组织得“热闹非凡”，将学生调动得“兴趣盎然”，但检测学
生实际掌握知识和形成能力的情况却并不理想。 

原因就在于教师在备课时，未抓住完成该教学目标的关键条
件。像这样未完成预定认知目标的课显然不能称得上是一节好
课。但如果为了完成认知目标，而抹杀学生的创造性，忽视学生
的情感的课也不能视为一节好课。 

认知性任务不是课堂教学的中心或惟一目的，教师不应只关
注知识的有效传递，而不考虑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不仅包括
认知的发展，也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包括各种能力
的发展以及个性的发展。 

学生的想法中也许蕴涵着创造性的火花，也许是对知识更深
刻的理解，可是教师不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因为怕影响教学进
度，完不成认知目标。 

（二）环环相扣的教学设计束缚了教学中的灵活变通 
传统的评课标准，往往强调教学进程要安排合理，教学环节

井井有条。 
许多观摩课，教师不敢拿出原汁原味的课，就是怕评委们说

自己设计的课“漏洞百出”，说自己水平低。 
教师期望的是学生按教案设想作出回答，努力引导学生得出

预定答案。整个教学过程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什么时间
讲授，什么时间提问，给学生多少时间回答问题等都设计得“环
环相扣”，结果往往是把一节好课上成了表演课，演员就是教师，
或者说主角是教师，学生则是配角，是观众。 

教师对课堂上出现的意外情况常常采取回避的处理方法。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看不到教师的随机应变，看不到对学生思维出现
阻碍时的点拨。教学过程好似一杯淡而无味的水，观后不是让人

拍案叫绝，为之喝彩，而是让人觉得索然无味，无任何收益。 
因此，我们说教学“贵在得法”，就体现在教师如何作好学

生学习和探究的促进者、启发者、指导者和合作者。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化学课堂教学的质量观 
核心素养观下的教育价值观的转变 
课堂教学的教育价值取向从属于教育价值观，我国课堂教学

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偏重社会需要的满足。中学化学新课程标
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偏向，强调社会与人并重的教育价值观。核
心素养下的教育价值观取向是对旧有教育价值观的成功变革。新
的教育价值观的变化体现于旧有教学观念的改变： 

（1）根本宗旨的变革 
新课程标准将促进学生的科学素养的全面发展作为化学教

学的根本宗旨，从而决定了课堂教学不再仅仅关注学生对化学知
识的掌握情况，会更加重视对学生化学学科和素养的引导和培
养。 

（2）活动观念的变革 
由单一的活动转向多种活动的综合。活动是主体有目的地作

用于客体的行动，是主客体关系的中介环节，是学生个体认识和
发展的基础。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知识的“授—受”活动，其性
质是教师操纵、学生被动的活动。新课程的活动观念要求在教学
中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性和多样性，为学生设计多种性质的活
动，组织学生在活动中进行不同形式的学。 

三、核心素养下化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构建 
1．化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功能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树立“为发展而评价”的思想，课堂教

学评价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向性功能 
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应有明确的导向性，通过评价使评价

对象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向标准靠拢，为此建立新课堂教学评价标
准时，应做到以下两方面。 

① 应体现全面和谐发展的培养目标 
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应该体现当前的教育发展的时代特

征，培养具有良好的品格和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② 应体现正确的教学观念 
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应表现在对传统教学观念的突破和

超越上，体现出以主体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教育观念，体现出
与教育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化，以及终身学习和个性全面发展
相适应的现代教学观。 

（2）发展性功能 
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一教育目标是化学新课程教学目标

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学生的个性发展的教育很难体现到学生的
学习结果中去，传统教学一般主要以学生的学习结果作为对教师
课堂教学的评价基础，通过检查学生的学习结果的质量和分析其
中存在的问题，来间接地评价课堂教学质量，如果在化学新课程
教学中仍然沿用旧方式显然达不到教学目的。但是通过课堂教学
评价，可以直接考查教师是否将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大领域
的各种教学目标都落实于教学之中，从而保证化学教育目标的落
实，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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