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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一致性视角下精准指向的作业设计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张朋举 (邮编：210048)

摘 要作为课时教学的终结性评价和日常教学的形成性评价的课堂作业，对学生的评价具有即

时性和针对性．构建教学评一致性的课时作业是落实新课标、适应新高考的有力举措，是确保课堂教

学质量的关键．本文结合日常教学中的做法，从指向掌握知识和训练技能、指向领悟数学思想方法、指

向优化数学认知结构、指向培养数学探究能力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教学评一致性视角下的课堂作业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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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一词由来已久，在不同场合使用其意义

不同，《辞海》认为，作业是为了完成生产学习等

方面的既定任务而进行的活动．作业问题归根到

底是作业内容问题，是设计什么、多少作业的问

题．在高中数学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普遍存在

“题海战术”的认识，导致学生的作业繁重、难度

大，甚至出现课后作业的内容与学生所学内容不

一致的情况，教师对作业有效度的轻视几乎是个

致命伤，总以为只要多做练习就能提高教学质

量，取而代之的是午练、晚练，及千人一面的“一

课一练”．

实际上，针对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教育部考

试中心已经出台了《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该体系
明确了“一核”“四层”“四翼”的概念，回答了“为

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的考试本源性问题，给

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教育根本问题在高考领域的答案．教学评价的

终极目的是改进教学、促进学生发展，评价的最

高境界是教学评高度一致．

教学评一致性是指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

对教与学的考核评价三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具

体地讲，就是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是一致的；

怎么教、怎么学、怎么评是一致的；教到什么程

度、学到什么程度、考到什么程度是一致的；教学

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效果是一致的．作业作为评

价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常见手段具有两重性，既可

以看作课时教学的终结性评价，也是日常教学的

形成性评价．本文就教学评一致性视角下的作业

设计谈谈个人的做法与思考，不到之处还请广大

同行批评指正．

1指向掌握知识和训练技能的设计

知识与技能是数学教育的基础内容，是学生

经历、体验数学过程，形成数学学习方法，形成数

学思维，发展数学核心素养的基本条件．学生不

能用数学的思维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原

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知识与技能

要由一个从简到繁、从单一到综合，从基本到变

式的发展过程，进而达到熟练掌握．当然，基础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不是停留在记忆层面，而是应

在知识运用中让学生深化理解，指向知识掌握和

技能训练的作业设计，就应由一节课某一学习主

题开展，达到上述目的；新授概念和公式课，常常

利用这种方式设计作业．

案例1围绕公式，揭示法则

作业

(1)已知tan口一丢，tanp一一2，求tan(口+p和

tan(口一劫的值．

(2)已知tan口一丢，tan(口+p一一2，求tan卢和

tan(口一劫的值．(3)求值：詈描；(4)求值：器；
(5)求值：tan 10。+tan 50。+tan 10。tan 50。；

(6)已知口+∥一÷，求(1+tan口)·(1+ta啪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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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知口、氏(o，7c)，且tan(口一矽=÷，tan p=
1

厶

一言，则2醴一p的值．

这7道作业题的设计，采用全方位、多角度的

方法，体现层次分明，思维的递进，对本节课的知

识点和能力都有了具体考查，前2题是公式顺用，

3、4、5题是公式的逆用，6、7两题是公式的变用．

依据这7道题的完成情况可以检测本节课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情况、目标达成情况，有效实现教学

评一致．当然，不同层次的班级也可以在此基础

上适当补充或调整．

2指向领悟数学思想方法的设计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知识的本质认识，是对数

学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某些具体的数学内容和

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提炼上升的数学观点；方法

是技巧的积累，思想是方法的升华，解决数学问

题的灵魂就是思想，学数学知识需要数学思想；

而数学思想方法也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才是对

数学知识本质特征的反映；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

和发展是需要长期的过程，在日常教学中，教师

要经常渗透数学思想方法，要通过设计具体数学

作业来体现；要让学生透过具体的数学题目，看

到数学思想方法；解析几何题是数形结合思想体

现的典范．现以渗透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

为例，在章节测试卷讲评后设计了如下作业．

案例2数形结合题组。体现刻意训练

作业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zov中，已知圆O：

≯+v2=1，点A、B是直线Z：z—v+m=0(优∈R)与

圆。的两个公共点．若圆M：z2+v2+缸一4v+6

=0有且只有一点P满足AP·BP=O，求实数m

的值．

(2)在平面直角坐标系zov中，已知圆0：

z2+v2=4，直线Z与圆。交于点A、B．若直线Z的

斜率为2，且直线红一v=0上存在点P满足AP上

BP，求直线Z的纵截距的取值范围．

(3)在平面直角坐标系zOv中，已知圆o：

z2+v2=1，点A、B是直线z—v+仇=0(仇∈R)与

圆O的两个公共点，点C在圆O上．

(i)若△ABC为正三角形，求直线AB的方程；

(ii)若直线z—v一、／3=O上存在点P满足

AP·BP=0，求实数优的取值范围．

通过对学生考试情况的分析发现，学生对直

线与圆中“隐轨迹问题”不能进行合理的转化，即

弄不清问题的核心是转化为直线(圆)与圆(轨迹

圆)的位置关系，数形结合意识淡薄，因此书写混

乱．为了再次强化本思想方法的训练，备课组对

试卷中的错题进行改编，设计了以上作业；刻意

练习不是简单的重复训练，而是提高特定的表

现，更好的理解如何监控、自我调节和评价个人

表现．让学生明确练习的最终价值，提供大量的

形成性反馈来提高练习的作用，减少错误．刻意

练习是通往掌握学习的练习．通过刻意练习让

评价反馈于教学，使教学评相一致．

3指向优化数学认知结构的设计

同样勤奋和有迫切自我提升的内驱力的学

生，为什么学习成绩会截然不同?原因固然有很

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数学认知

结构的差异，因此，优化学生的数学认知结构是

数学作业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指向优化数学

认知的作业的设计就是更多关注易错问题问法

的设计，问题本身要能启发学生主动思考，目的

是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优化学生自身的数学认

知结构．而不应先让学生犯错误，再进行示错、纠

错、矫正教学，这样不仅耽误时间，最主要的是失

去了发展学生数学认知的机会，违背了数学教育

的初衷．正如著名教育家卢梭在名著《爱弥儿》中

所说：“最好的教育就是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

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

了潜能．”这样的作业设计一般在复习课中使用．

案例3易错问题。合理设置问法
1

问题1函数v=二的单调减区间是 ．

。

Z

问题2已知函数舡)=19@2一甜+1)的值域
为R，则实数以的取值范围为——．

问题3经过点P(1，2)且在两坐标轴上的截

距相等的直线方程为 ．

对于这3个问题，大部分学生几乎不用思考

立马可以报出错误答案，但并不意味着学生没掌

握知识，而是因为学生思维欠缺、考虑不周．若老

师能设计合理的问法，启发学生去主动思考，就

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可设计如下作业：

作业
1

(1)函数v=二的单调减区间可以写成(一。。，
Z

0)U(0，+。。)吗?若不正确，请说明理由；并写出

正确的单调减区间．

(2)已知函数触)=lg◇2一甜+1)的定义域为
R，求实数日的取值范围；若值域为R，求实数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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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范围．

(3)经过点P(1，2)且在两坐标轴上的截距相等

的直线有多少条?请分别写出相应的直线方程．

换一种问法，学生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再轻

率，而是认真思考、找反例、作比较、合作讨论．显

然，这种问法切中了学生思维的要害，启发学生去

主动思考，几乎都能自己解决，教师只要略加点

评．无形中发展了学生的思维，优化了学生认知．

教学评一致性要求学生能灵活运用课堂所讲的概

念、公式、法则进行主动思考．因此作业的重点应

该放在教师希望学生去思考什么，而不是展示他

们知道了什么．知识本身并不重要，养成良好的

思维习惯，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才是最重要的．

4指向培养数学探究能力的设计

数学探究是对数学问题能在实验、猜想、合

情推理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和研究，并予以证实；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课堂上，

还应该通过作业的设计达成，比如设计作业可阶

适当设置开放试题、实践型试题、拓展型试题；开

放题由于条件、结论的不确定，使得一题多变、答

案多样，可以很好考查学生的发散思维、综合素

质，更受高考命题专家的青昧；实践型作业能让

学生感受数学知识与生活密切相关，增强运用知

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例如学习正方体的截面

时，就可以让学生课下使用一些操作工具(如橡

皮泥、胡萝卜块、正方体玻璃器、有色水等)，小组

合作的形式自主探究，可能截出哪些截面，积累

数学探究的经验；拓展型试题应该是一个问题为

生长点，通过有限的拓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独立思考；数学知识

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知识点都处在一个个系统

之中，而系统中的很多二级结论，更需要学生自

主探究．教学评一致性要求作业设计要着眼于

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让知识总是以“系统中

的知识”的面目出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从系统

的高度去把握知识，做到见树木更见森林，这样

更有利于理解知识本质．

案例4拓展型作业。揭示本质、寻求知识的

内在联系 。

作业已知椭圆c：二}+y2=1的右顶点为

A，下顶点为B．与v轴不重合的直线Z交椭圆c

于P、Q两点，直线BP、BQ分别与z轴交于M、N

两点．

(i)若直线Z过C(0，3)，求证：点M、N的横坐

标的乘积为定值．

．(i)若点M、N的横坐标的乘积为12，试探究

直线Z是否过定点，若过定点，求出定点坐标，若

不过顶点，请说明理由．

(iii)结合(i)、(ii)两问，试探究对于椭圆
'一2 ^12

c：之+岛=1(以>6>o)的有没有一般性的类似
口。 D。

结论，如有请给出结论，若无说明理由．

作业的第(i)、(ii)问可谓一箭双雕，定点定值

两个知识点同时考查，且方法相通，凸显多题归

一的思想．最关键是第(iii)问有一般性的结论：
甲2 ^『2

椭圆c：去+告=1(口>6>o)，定点c(o，优)，有：
以“ D“

zM叼N：兰旦掣，反之也成立，让学生自主探zM叼N=—___百一，及_乙也威业，让罕王目土侏
L m十口J

究，培养了学生从知识整体上思考问题和探究一

般性结论的意识，从系统的高度理解知识．题不

在多但要精彩，真正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实现

微专题复习课下的教学评一致．

总之，新课标下的高考将不再提供考试大纲

和考试说明，课程标准是唯一的参照．至于考什

么、怎么考、考试难度等等都以课程标准作为命题

依据．这些都要求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都要以

课程标准为依据，力争教学评一致．这就要求老

师要认真研究课标，把握课标中的“度”，理解课标

中的“本”，紧扣《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要求，落实在

日常课堂教学中．作为课时教学的终结性评价和

日常教学的形成性评价的课堂作业，对学生的评

价具有即时性和针对性，是确保课堂教学质量的

关键，因此构建教学评一致性的作业迫在眉睫，也

是落实新课标、适应新高考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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