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总第 207 期） 

507  

教育科研 

初中思想品德总复习双向细目表的编制 
◆黄  莉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双向细目表是一种考查目标和考查内容之间的关联表。在中考总

复习过程中，编制双向细目表可以更好地把握中考试卷“考什么”和“怎

么考”的大致规律。该文从三方面，介绍了初中思想品德总复习双向细

目表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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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细目表以图表形式详细、明确地列出各项内容的量化指
标，用以规范、指导考试命题的编题和制卷，已成为教学管理者
和教师用以探寻统考试卷在“考什么”、“怎么考”方面的大致规
律，据以有效复习迎考的有效途径。 

一.有据可依——探究编制要求与标准 
课程标准是教师教学的根本。双向细目表的制作应该同课程

大纲及考试大纲的相关规定具有一致性。2017 年《福建省初中
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思想品德》详细罗列了课程理念和教
育教学原则、课程的教学要求和评价要求，并且附录了两套试卷
题型参考（一套开卷、一套闭卷）。在课程理念和教育教学原则
中强调教学要“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重点、以情感态度价值
观为核心”，这就要求编制初中思想品德双向细目表需要把知识
罗列清晰，并且对能力层次细化、重点把握。 

在课程要求中，《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八个层次的能力要
求，成为编制初中思想品德双向细目表能力层级的重要标准；教
学要求中的每个知识点都清楚地标注了其对应的能力目标，可以
清楚判断知识点的难易程度；教学要求中将初中思想品德的所有
内容分为“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和集体”、“我与国家和社会”
三大部分，细化为“认识自我”、“自尊自强”、“心中有法”、“交
往与沟通”、“在集体中成长”、“权利与义务”、“积极适应社会发
展”、“认识国情，爱我中华”、“法律与秩序”九大板块，是罗列
知识点的顺序标准。 

参加福建省 2018 年中考的各个地市的学生所用教材版本并
不统一，主要分为人教版和粤教版两个版本。两个不同版本的教
材进行统一的全省性的统一考试，必然有少部分知识点存在表述
差异，甚至会有部分知识点需要给学生“补课”，在新课教学的
过程中进行相关知识的补充。这就要求我们在编制双向细目表
时，不仅仅关注本地区的现行教材，也要关注本省其他地区的教
材，以免出现知识点的疏漏，对学生造成影响。 

二.有迹可循——探究编制方法与步骤 
双向细目表并不是全新的事物，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的

研究。崔允漷和邵朝友在《如何基于标准命题：从双向细目表走
向测验设计框架》一文对现有的双向细目表进行了归类与分析，
指出双向细目表不能只有“考查内容”和“考察目标”两个层次，
不能把双向细目表中的考察目标简单定为记忆、理解、应用，应
该全面反映课程标准规定的认知要求。他们认为双向细目表应该
有八个纬度，即测试内容、认知要求、范围、难度、题量、教学
引导、价值取向和评分细则。除了相关文献研究，许多不同学科
的一线教师也在日常的教学中编制和使用双向细目表。在对比分
析中可以发现，语文学科大多根据试卷所考察的内容顺序进行纵
向设计；数学学科纵向为知识要点，横向与语文学科相似；英语
学科纵向与语文学科相似，利用的是试卷进行模块化处理……。
根据相关文献和教师的实践，本文将初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双向细
目表编制步骤归为以下几步： 

第一，按知识要点进行纵向设计。福建省初中思想品德试卷
分选择题与非选择题两部分，其中选择题部分约占 50%，非选择
题部分约占 50%。按照试卷模块进行纵向设计无章可循，因此按
照 2017 年《福建省初中学科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思想品德》，
列出教学内容要点。第二，按能力水平进行横向设计。这个过程
相当于列出教学目标清单。本文根据 2017 年《福建省初中学科
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思想品德》将能力目标从低到高分为八个
层次，较高层次的目标包含了较低层次的目标，具体为：识记、

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论证、评价、探究。在上述八个目标
中以理解和应用为主，各个目标应根据课程内容要求和初中生认
知水平与特点加以把握。 

三.有例可证——探究编制的应用与验证 
为了将双向细目表有效应用于中考复习之中，还需要对相关

中考试卷中的典型例题进行分析，以把握某一具体知识点的试题
考查目标、呈现方式和常见题型，同时把握其难度、权重和分布
等，进而把握中考试卷在“考什么”和“怎么考”方面的大致规
律。例如，“调节和控制情绪（综合）”这个知识点，可以利用双
向细目表进行典型试题分析，形成表一。 

 
 
 
 
 
 
 
 
 
 
 
 
 
 
 
 
 
 
例 1.鹭鹭在学校被同学误解后，心里很难过。回到家里，她

拿起吉他弹唱，心情逐渐平静。这种调控情绪的方法是 
A．输入自我调控意识         B．转换角度看问题 
C．用行动调控情绪           D．挖掘自己的潜能 
通过双向细目表分析例 1 可以发现，高层次能力要求包含低

层次能力要求。“调节和控制情绪”这个知识点考查的能力层次
是综合，但对题目和选项的解读需要调动学生理解这一层次的能
力。从题目的选项上来看，A、B、C 三个选项考查的知识点是“情
绪调控的方法”，而 D 选项涉及到的是“如何做更好的自己”。
难度为中、难的题目会通过对多个知识点的综合考查而展开。另
外本题通过选择题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察，教师要有变换试题形
式的敏感度。在简答题中，本题也可以通过让学生列举“情绪调
控的方法”的方式进行考查，列举类题目分值会发生变化，一般
为 2 分或 4 分。 

将一张试卷的题目填到双向细目表中，可以尽可能避免在命
制试卷中出现内容覆盖面不到位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经典题目检
测双向细目表是否有遗漏；还可以避免同一内容在不同题型中过
于多次重复出现，审查各考查内容（点）的分配是否合理。在利
用中考试卷等权威试卷对双向细目表进行编制的同时，有助于教
师开展基于标准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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