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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细化在小学数学 

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 
◆赵庆艳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中心小学  257000） 
 
教学目标是一节课的起点也是一节课最终的归宿，在课堂中

一切教学活动的设计都是围绕教学目标展开的，教学目标的制定
直接关系到学生上课的有效性，所以教学目标在一节课中是非常
重要的。 

教学目标与课程标准脱节是小学数学教学普遍存在的一种
现象。课程标准中有总目标和学段目标，总目标和学段目标阐述
具有概括性，没有具体到课时目标。但是总目标和学段目标是课
时目标的方向，课时目标是总目标和学段目标的落实。在学习课
标的时候很少有老师对课标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进行分析，致
使许多老师把课标当成了一种摆设，认为课标的实用性不大。还
有的老师认为课标难理解，对课程标准重视不够，往往是借鉴别
人的教学目标、依据教参或者凭借长期自己的经验写教学目标，
总之教学目标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过于笼统不够具体，没有实效
性。教学目标具体化、可操作、可检测，有利于教师明确要“教
什么”及“怎样教”，有利于明确学生“学什么”及“怎样学”，
以“课程标准”为首，对教学目标进行细化使目标更加明确，指
向性更强，更有效的指导老师教学，也有利于评价学生的学习效
果。所以在教学中对教学目标进行细化能够更有效的指导老师开
展教学工作。 

一、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准确定位教学目标。 
1.《标准（2011 版）》总目标中第一条明确提出了获得“四

基”的要求“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获得适应社会
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

本活动经验。”课标修订后由“双基”发展为了“四基”，增加了
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以前目标中注重的是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显性的，而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
验是隐性的。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强调最多的是学生掌握什
么，学会什么，理解什么等，而对于一节课隐藏的数学思想以及
学生经验的获得老师们很少去挖掘，这样由双基发展为四基任重
而道远。所以老师们要思考为什么修订后的总目标增加了基本思
想和基本活动经验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创
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凭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远
远不够的。学生会发现问题、会分析问题、会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以及积累数学活动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把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
经验落实到课堂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怎样才能有效地落实到位
呢？我觉得老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重视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在一节课中老师不能让学
生死记硬背规律或者公式等，在学知识的时候学生要做到活学活
用，那么老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2.在进行目标细化的时候表述要具体明确渗透的数学思想
是什么，通过什么有效活动帮助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 

3.理清四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四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
割。“数学思想方法”隐藏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丰富的教学活
动又是学生获取知识，感悟思想，积累活动经验的途径。 

综上所述老师制定目标的时候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的
积累也要考虑其中，然后再对目标进行细化。 

以三年级下册“年月日”教学目标为例进行对比 
三维目标 传统的教学目标 新课程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了解它们之间的
关系，知道大小月及各月的天数。 

1.学生结合生活情境说出时间单位年、月、日，能够表示
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2.能够识别大小月及各月的天数。 

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历史年份的认识，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
力。 

借助年历表，观察分析比较，寻找规律，渗透推理思想。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体验成功的喜悦。 能够积极参与观察、讨论交流等活动，培养合作意识，

体验成功的喜悦。 
通过对比发现传统的教学目标只是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而新课程教学目标有意识的把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
经验也体现在了教学目标中。这样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才能有意识
地得真正把四基落实到课堂中。所以教学目标细化首先以总目标
为首，这样在进行目标细化的时候才不会偏离方向。 

2.数学课程标准把学段目标分为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这两
个学段的目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一知识领域联系紧密。第一
学段目标是教学的起点，第二学段目标是教学的延伸。在进行目
标细化的过程中老师首先要分解学段目标，把握好教学的起点和
生长点。所以要认真剖析学段目标。例如关于“分数”的教学，
学段目标中对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第一学段要“经历从日常生
活中抽象出数的过程，初步认识分数”。第二学段则在此基础上
强调“体验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的过程，理解分数的意义”，
很明显这两个学段的要求是不同的，从内容上看由浅入深，由直
观到抽象的认识过程。如果老师在教学中没有对课标分析吃透就
会出现制定课时目标的时候偏离了方向，不明确 1 至 5 年级关于
分数的知识体系哪些知识是基础，哪些知识是新授及在新授过程
中哪些知识和方法是迁移的，学生掌握知识要达到什么程度等
等，所以老师以“课程标准”为导向了解前后知识之间区别与联
系。例如在教学“平均数”这节课的时候，我首先考虑这节课的
知识前沿是什么，这节课要教的内容是什么？学生在三年级的时
候已经对统计知识有所了解，在本节课中要充分的利用这方面的
知识。出示统计图能直观的让学生看出每个人的收集数量有多有
少，并且每个人之间相差了多少一眼就能看出来，怎样使每份都
同样多有支撑。所以说统计图并不是仅仅让学生明确信息，更重
要的是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数据分析掌握移多补少的
方法，并体会平均数的意义。在进行教学目标细化的时候要注重

知识的整体结构，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凸显原有的知识经验。 
二、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对教学目标进行细化。 
由于老师对课程标准的领会不够深刻，致使在制定课时目标

的时候随意性比较大，教学目标笼统模糊，不够具体，导致教师
教学思路不够清晰，课堂教学中要么没有抓住重点，要么讲授的
知识拔高，超出学生的掌握范围，导致一节课费时且没有效果。
对教学目标进行细化要以学段目标为方向，例如“长方体的认识”
这一节课为例。 

学段目标要求的：“通过观察、操作，认识长方体的特征。”
显然这个目标不明确，老师难以把握，容易偏离方向。 

1.确定关键词。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情况首先对“认识”进
行分析和解读。认识与初步认识不同，初步认识属于了解范畴，
而认识属于理解范畴，认知水平由低到高，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2.确定核心词。目标中的核心词语是“长方体”，结合学生
已有的学习经验，在这节课中对于“长方体”老师要把握什么？
首先这节课对长方体是从整体到部分的认识，从直观—抽像—想
象的过程。 

3.确定行为动词，以及行为程度。 
课程标准中有描述结果和描述过程的行为动词。如行为动词

“经历”、“初步认识”“体验”、“理解”等，在教学中要以这些
动词为依据，根据教材的内容及学生的情况，科学、合理、准确
用词。 

“课程标准”为老师细化教学目标提供了方向，在细化目标
的时候，有些行为动词的“度”可能会把握的不准，但是我们在
不断的进行实践，在实践反思中使教学目标细化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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