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化学目标导引设定和促进学习的评价
———以高三复习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为例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214100 李 伟

1． 制定合理的课堂学习目标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鲁姆说过“有效的

教学始于期望达到的目标”。学习目标是教师教

学活动的灵魂，是学生学习活动的指挥棒和前进

的方向，也是评价课堂是否高效的重要依据。
学习目标的来源———课程标准、考试说明。

但是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只是纲领性和指导性的

要求，他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具体实施上还需要分

解、细化，做到目标明晰、指向明确，易于操作。特

别是高三复习课，课堂中学生的学习思路、学习目

标深度要求都异于新课，这就要求教师除了把握

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以外，还要研究考试的新动

向，这样才能使得设定的学习目标切合当前的教

学实际。
学习目标的具体化———分解课程标准。课程

标准对学生的要求并不是非常具体、明确的，学生

很难一步到达。所以应该根据课程标准、教材、学
生等具体情况以及考试说明的具体学习要求，将

课程标准特别是内容标准部分分解成具体的、可
操作的、可评价的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的叙写———陈述学生变化，可以检

测观察。严格意义上的学习目标，应包括行为主

体( Audience ) 、行 为 动 词 ( Behavior ) 、行 为 条 件

( Condition) 和表现程度( Degree) 四项要素( 简称

ABCD 型式) 。体现四个要求: 以学习者为行为主

体描述学生的行为; 行为动词要选用那些描述学

生所形成的可观察、可测量的具体行为的词语; 影

响学生学习结果的限制条件与范围，包括允许使

用的辅助手段、时间的限制、完成行为的情景等;

应说明学生对目标所达到的最低表现水准等。
例如化学平衡移动，课程标准学习要求: 通过

实验探究温度、浓度、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并

能用相关理论加以解释; 而在考纲中要求则更为

笼统: 理解浓度、温度、压强、催化剂等对化学平衡

影响的一般规律。无论是课程标准还是考纲基本

要求是对平衡移动原理的解释。研究高考试题对

于平衡移动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平

衡移动方向的判断，二是平衡移动对转化率和平

衡体系组成的影响。基于此，在一轮复习中，化学

平衡移 动 课 时 目 标 设 定 如 下: ( 1 ) 以 N2 + 3H2

催化剂
→

△
2NH3 为 例，通 过 画 速 率—时 间 图 像，

100% 的学生能准确判断改变物质浓度、温度、压
强和加入催化剂平衡移动的方向，并且能通过平

衡常数加以验证判断是否正确; ( 2 ) 学生能够通

过“隔板法”判断平衡移动对反应物的转化率和

体系中物质百分含量的影响。
2． 制定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是一项不断地体现学生的学习

价值、判断价值和提升课堂教学价值的活动，是完

整的教学过程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促进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方面有重要作用，因

此有必要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不断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课堂学习

评价方案的设计要遵循如下原则: 课堂评价设计

要基于课堂学习目标，评价设计要先于教学设计，

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习，课堂评价的形式

要多元化。当然针对不同的学习目标需要选择不

同的评价方法。根据学习活动类型不同可以采取

过程性评价或结果性评价; 根据评价主体不同可

以采用教师评价、同学评价或自我评价。对于高

三复习主要以结果性评价为主，过程性评价为辅。
基于平衡移动原理的课时目标，设定以下评

价试题。
( 1) 2SO2 ( g) + O2 ( g 幑幐) 2SO3 ( g) 平衡后升

高温度平衡向 方向移动，SO2 的转化率 ，

O2 的体积分数 ; SO3 体积分数 ;

把上述条件改为增大压强，再填空。
( 2) 2SO2 ( g) + O2 ( g 幑幐) 2SO3 ( g) 平衡后再

加 O2，O2 的转化率 ，SO2 的转化率 ，O2

的体积分数 ; SO2、2SO3 体积分数 ;

( 3) 填空:

①2NO2 ( g 幑幐) N2O4 ( g) ，反应平衡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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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引领”教学模式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江苏省如皋市初级中学 226500 宗桂元

一、“问题引领”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人的心理发展分为四

个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

段、形式运算阶段。其中具体运算阶段是指能运

用具体事物或是具体形象来进行逻辑思维，而形

式运算阶段是指能运用演绎、推理等逻辑运算解

决抽象问题，即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初三学生具

有较好的具体形象思维能力，并正在形成抽象思

维的能力。此时的学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好奇

心，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了“问题引领”教学模

式，将课堂的教学过程或者教学结构进行变化，既

要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同时又能培养学生从具体

形象思维向演绎、推理的抽象思维转变。
二、“问题引领”教学模式的提出与解读

“问题引领”教学模式是基于学生主动参与，

教师在教学中起导演或是穿针引线的作用。其基

本结构如下:

“问题引领”教学模式中的“问题”是指教师

在课前备课时，将教材的资源进行问题化，这些问

题可能是生活中接触过的现象或者是学生在以前

就接触过的知识，也可能是一些生活中并不接触，

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还可能是一些具体的物质。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是直接呈现这些问

题，来引领学生进行讨论或是通过实验来进行探

究，“讨论”和“探究”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既往知识的应用能力。
结论和评价是在探究之后，学生可以对自己的

实验结论进行自评，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互评，还

可以是小组之间的互评等，这些点评的形式不拘一

格，让学生都能有话说，在这些互评中都有所收获。
结语是指教师对整堂课进行最后的归纳与升

华，将经过讨论、实验探究、点评等环节得到的一

些结论进行归纳总结，使整个课堂教学的知识结

构突出而得到升华。
三、“问题引领”教学模式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以初三化学教材中“金属的化学性质”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一节

积不变再充入 NO2，平衡向 移动，平衡后

NO2 的转化率 ，NO2 的体积分数 ; 体系颜

色 ;

②2HI( g 幑幐) I2 ( g) + H2 ( g) 反应平衡后，体

积不变再充入 HI，平衡向 移动，平 衡 后 HI
的转化率 ，HI 的 体 积 分 数 ，体 系 颜 色

;

③2SO2 ( g) + O2 ( g 幑幐) 2SO3 ( g) 开始是放

入 2 mol SO2 和 1 mol O2 平衡后恒容再充入 2 mol
SO2 和 1 mol O2，平衡 向移动，平衡后 SO2 转

化率 ，SO2 的体积分数 ;

④2SO2 ( g) + O2 ( g 幑幐) 2SO3 ( g) 开始是放

入 2 mol SO2 和 1mol O2 平衡后恒压再充入 2 mol
SO2 和 1 mol O2，平衡 向移动，平衡后 SO2 转

化率 ，SO2 的体积分数 。
评价试题设计意图: 第一题为了评价温度压

强对平衡影响以及平衡移动对转化率及平衡体系

组成的影响。第二题改变物质浓度，而且所改变

的这种物质氧气本身是不反应的，这是可以直接

判断平衡移动方向和移动结果。第三题，也是改

变物质浓度，但是所改变的物质，例如 NO2、HI、
SO2 和 O2，等均能直接反应，这时平衡移动方向可

以直接判断，但是移动结果，比如转化率、百分含

量等很难直接判断，这时采用隔板压缩法，相当于

加入的物质先反应平衡，再压缩。通过这三道题

目学生对平衡移动方向和移动结果的判断就有了

明晰的理解而加以应用。
总之，一堂完整的高效课堂首先要有明确合

理的学习目标，在学习目标的指引下确立评价方

式，制定评价试题，然后结合学习目标和学习评价

再设计教学环节，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 收稿日期: 2015 － 0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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