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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高中化学必修1模块“胶体”内容为例，在课标和教材分析、区域性考试试题调查和教师访谈的基础上，提出完

善课标研制、加强教材研究、提高教师评价素养、加强测后数据分析等提高教学、评价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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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

和要求，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依据，是教材编

写、评价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更是教学的重要依

据Ⅲ。然而，有研究表明【2】，课改十年来，教学与教

材的吻合度却仅有50％，当前课堂教学普遍存在

着内容膨胀和难度拔高的现象。另一项调查也显

示p】：只有57．4％的教师在编选试题时考虑到课

程标准，说明教师的标准意识较为淡薄。因此，强

化教师教学、评价与课程标准的一致陛意识，既有

助于发挥课程标准对于课堂教学和考试评价的积

极作用，驱动课程向期望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破

解当下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难题，为实现减负增

效提供有效途径。

各级各类联考是影响课堂教学的重要因素，

其试题质量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对教学内容深广度的把握，也直接影响

课程标准在教学中的落实程度。本文以高中化学

必修1中“胶体”内容为例，通过近年安徽省部分

市级联考命制的相关试题为切人点，探索教学、

评价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以提升教师课程执行

力。

1研究过程

1．1分析课标和教材

课程标准对教学和评价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内

容标准，具体以条目的形式出现，即“行为动词+

学习内容”，主要明确学生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够做

什么，它陈述了期望教师教给学生什么以及在特定

学科中应当获得普遍的知识与技能【4]。从课程标

准要求看，可以明确胶体的认知要求仅限于认知性

学习目标的最低水平“知道”，即能正确复述、再

现、辨认或直接使用有关胶体的知识。对现行三

种版本高中化学必修1教材进行分析发现，在胶

体相关内容的设计和编排上表现出一些异同，都

将胶体穿插于“物质的分类”中进行介绍，以体现

从物质的聚集状态所表现出的性质对物质进行分

类的思想。

综合课程标准和几种版本教材的研究分析，

可以确定必修1阶段对胶体内容的教学要求和评

价标准(见表1)。其中，基础性要求是面对所有学

生，即教学的基本要求；拓展性要求是针对学习基

础较好、对化学学科学习兴趣较大的学生群体，不

需要也不能体现在考试评价中。

1．2收集相关试题

为检验各校教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效果，我

省多数地市在每学期末自行组织全市的统一检

测，因此，试题能够反映各地对相关内容的教学要

求，具有—定的导向性。为保证取样的客观性和科

学性，本次抽样对象为我省11个地市2013年和

2014年自行组织命制的每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试卷，

共24份，从中遴选出涉及胶体知识考查的试题共

16题。

1．2．1考查胶体知识试题的题型

涉及胶体知识的16道试题都采取客观题的

设讥其中15道为选择题，1道为填空题。由于胶
体知识的要求层次不高，主要是考查胶体相关知

识的记忆和理解，适合发挥选择题的题型功能，多

+本文系2010年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高中化学必修模块纸笔测验试卷编制与命题研究>(项目编号：JGl0400)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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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胶体内容的教学要求和评价标准

课标表述 教材呈现 教学要求 评价标准

人教版通过“思考与交流”和“科学探究”栏目明确胶体概 基础性要求：

内容标准：
念、稳定性和丁达尔效应等基本学习内容；通过“科学视野” 1．知道可通过分散质粒子大小把 1．知道胶体是一种

知道胶体是
介绍胶体的布朗运动和电泳。 分散系分为溶液、胶体和浊液。 重要的分散系。

一种常见的
鲁科版通过“联想·质疑”栏目明确胶体概念、丁达尔现象 2．知道胶体的概念。 2．知道可通过分散

和聚沉等基本要求；通过“知识点击”拓展介绍电泳和渗析。 3．知道胶体具有丁达尔效应(现 质粒子大小对分散
分散系。 象)。 系进行分类，并记苏教版通过“活动与探究”栏目明确胶体概念，并举例说明

溶液的鉴别方法和聚沉；通过“资料卡”简介胶体应用。 提高性要求： 住胶体与其他分散
1．能运用胶体的丁达尔效应现象) 系的划分标准，即

活动与探究 人教版以“科学探究”的方式呈现实验，未出现反应方程式。 解释简单的实验现象。 胶体概念。
建议：实验： 鲁科版以“练习与活动”即课后习题的方式呈现实验，并呈 2．知道几种常见的胶体及其在生 3．知道胶体具有丁
氢氧化铁胶 现反应方程式。 活中的应用。 达尔效应(现象)。
体的制备。 苏教版未涉及该实验内容。 3．能通过模仿制备Fd0H)，胶体。

用于对考生思维要求较低的知识的考查。15道选

择题中有11题采取与其他知识综合的方式出现，

仅通过个别选项体现胶体相关知识。主要围绕胶

体知识考查的试题只有4题，如例1。

例1今年入冬以来，我市一度出现了较严重的

雾霾天气，其中霾的粒子直径多在1～104nm之间。有

关雾霾的说法①属于胶体②属于混合物③不稳定，

能很快完全沉降(多可能产生丁达尔现象，其中正确

的是

A．①④ B．② c．②④ D．②③④

1．2．2考查内容和认知水平的分布

考查内容和认知水平是试题命制中必须考虑

的两个重要维度。例2的A、B、D选项考查内容

是胶体的概念和丁达尔效应等，认知水平为了解，

即能正确再现有关知识，而C选项则达到理解层

次。

例2氯化铁溶液与氢氧化铁胶体具有的共同

性质是

A．分散质粒子大小都在1～100nm之间

B．都有丁达尔效应

c．加热蒸干、灼烧后都有氧化铁生成

D．都呈红褐色

逐一分析所考查的具体内容和认知水平，涉及

具体胶体知识点的考查频次为19次，考查的主要

内容是胶体的概念和丁达尔现象，大多数试题的

认知水平要求是识记层次；部分试题通过创设新

情境考查学生对胶体概念的理解；考查胶体稳定

性的有1次，占5．3％；涉及渗析内容考查的有2次，

占10．5％；涉及Fe(OH)，胶体实验室制备和常见胶

体的试题各2次，占21％；没有出现对胶体的电泳

和聚沉等内容进行考查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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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部分教师的访谈

为进一步了解教师对课程标准中胶体知识相

关内容标准和评价要求的理解，笔者通过对本市

范围内不同学校、不同教龄的23位教师进行了访

谈，多数是具有5年以上教学经验的教师。访谈问

题的设计主要围绕胶体的8个具体知识内容：胶

体的概念、胶体的丁达尔效应(现象)、胶体的稳

定性、胶体的聚沉、胶体的电泳、渗析、Fe(0H)，胶

体的制备方法和常见的胶体。要求教师逐—对匕述

内容是否适宜于进行考查及其原因进行了访谈，

如“您认为胶体的概念是否适合考查?以什么形式

考查较合理?”、“您认为胶体的稳定性是否适合

考查?考查到什么程度?理由是什么?”等，通过这

样的问题设计实际可以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

要求。

1．4课标分析、试题分析和教师访谈的比较

针对具体知识内容、认知水平，将试题抽样、

教师访谈与课标进行比较，以此反映课堂教学中

教师的教学要求、考试评价标准与课程标准是否

一致，以及一致性差异。如通过教师访谈反映有

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在教学中仍将胶体的电泳和

聚沉作为教学的基本要求，而该知识内容显然不

是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又如有的试题对丁达尔效

应的考查达到理解层次，即需要学生能运用胶粒

直径大小解释出现散射的原因，也超出课标要求。

2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对课程标准的分析、抽样试题的分析和

教师的访谈，针对涉及胶体的知识内容进行比较

(见表2)，可看出在对胶体相关内容的考查中，

63．1％的试题以“胶体概念和丁达尔现象”为考查

内容，部分试题(约21．1％)在认知水平上超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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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试题考查要求、教师教学要求与课程标准的比较

知识内容 课标认知要求 抽样试题的认知水平和比例／％ 教师认为适合考查比例／％

胶体的概念 了解 识记 36．8 100

胶体的丁达尔效应 了解 理解／识记 21．1／5．2 100

胶体的稳定性 未作要求 识记 5．3 87

胶体的聚沉 未作要求 ， 0 35

胶体的电泳 未作要求 } 0 35

渗析 未作要求 理解 10．5 44

Fe(OH)，胶体制备 未作要求 识记 10．5 61

常见胶体的判断 未作要求 识记 10．5 70

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都认为这两个知识点是主

要内容(认为适合考查的比例均达到100％)。但在

其他内容和认知要求上，无论是考试评价，还是教

师的课堂教学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课程标准

要求。

2．1考试评价与课程标准的一班}生

从表2对抽样试题与课程标准比较不难发

现，在区域性联考或校内考试中，考试评价高于标

准已经成为常态，其表现为：一是在考查内容上超

出课程标准要求，如例2的C选项涉及盐的水解

平衡原理，在知识内容和水平层次上超过课标要

求。二是在认知水平匕超越了课程标准的要求，如

胶体的丁达尔现象只要求学生“知道”，而不要求

“理解”，但从取样的试题中有些要求达到了理解

层次。由于教师在考试命题中对课程标准的重视

和研究不够，造成了考试评价与课程标准的一致

性有待提高，如表2中有36．8％的试题考查内容

涉及课程标准中未作要求的胶体的稳定性、渗析等

内容。

2．2教学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发现，在日常教学中，多

数教师凭借自身所固有的理念和经验开展教学，

将经验转化成了课程内容。这种经验很多来自于

各类联考试题，从表2中显示的有约35％和44％

的教师认为可以考查胶体的电泳、聚沉和渗析，说

明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此类课程标准没有明确要

求的内容仍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另一项调查也显

示陋】：有66％的教师把各类考试试题作为备课时

的重要依据；近96％的教师认为各类考试试题对

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有影响。长期以来，这种轻

视课程标准，重视经验和考试试题的现状，导致了

教学与课程标准的不一致，形成了考试评价高于

课程标准、教学又高于考试评价的恶性循环，增加

了教师的教学压力和学生的学习负担。

3提高教学、评价和课程标准一致性的建议

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当前高中化学教学中

普遍存在从课标到评价再到教学，学习内容与要

求不断被放大的现象。究其原因，或由于教师对

课程标准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或教师处于“担心

考试评价中可能出现而教学中没讲到”的心理；或

受某些不规范命题的影响等。如何提高教学、评价

和课程标准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做

些改变。

3．1 完善课程标准，研制相应的‘‘表现性评价

标准”

表现性标准可以界定学生对内容标准要掌握

的程度或成就水平，描述的是程度和质量，它们要

回答的问题是“十分好是多好”。因此，表现性标

准为评价提供了直接的尺度，从而使评价与内容

标准保持更高的一致性【6】。现行高中化学课程标

准的内容标准相对较抽象，尽管部分省市出台了相

应的“教学要求”或“教学指导意见，’，但由于缺少

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表现性评价标准，对“标准”的

解读不尽相同，也就不利于教师在命制试题时参

考使用。如课程标准中关于“胶体”的要求仅是“知

道胶体是一种常见的分散系”，对此有的解读为：

知道胶体是一种重要的分散系，能列举一些生活

中的胶体，了解胶体与其他分散系的区别；知道丁

达尔现象、聚沉(凝聚)等是胶体的重要特性，并

能够运用胶体特性解释简单的实验现象和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的要求为：了解分散系的

含义，知道胶体区别于其他分散系的本质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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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方法，并说明“胶体的概念只要求了解其不同

于溶液的特性，对胶体的凝聚、布朗运动等不宜扩

展”。有的指导建议为：知道根据分散质粒子的大

小，把分散系分为溶液、胶体和浊液；知道胶体的

丁达尔现象；并指出“胶体的渗析、凝聚、布朗运

动和电泳等不作要求”。因此，根据课程标准中的

“内容标准”研制更具体、可操作性的“表现性评

价标准”，在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明确可以考

查的内容和要求，是保持评价和课程标准的一致

性重要途径。

3．2加强教材研究，深刻领会课程标准要求

教材能直观反映教材编写专家对课程标

准的理解，体现了他们的专业智慧，因此，加强教

材研究能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课程标准。尤其

是通过对不同版本相关教学内容的比较研究，找

出其内容呈现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如课程标准对

胶体知识内容的广度虽没有明确界定，但通过比较

几种版本教材可发现，胶体的概念和胶体的丁达

尔效应等放在教材正文中，反映了对其具体内容

的基本要求，而电泳、聚沉等胶体的性质用科学视

野、知识点击、资料卡片等方式呈现，反映了其拓

展性。再比较呈现不同的内容，对照标准分析其合

理性，如Fe(OH)，胶体的制备和渗析等问题，不同

版本教材处理的方式不同，此时需要教师根据学

生的学习基础和认知需求设计教学，不轻易作过

多拓展，避免教学中出现内容膨胀和难度拔高的

现象。

3．3 提高教师评价素养，充分发挥课程标准

对考试评价的指导作用

教师评价素养是教师专业标准的重要内容

之_，许多国家在教师专业标准中，描述了不同发

展阶段教师应具备的评价素养。评价专家波帕姆

(P0pham)指出，如果教师缺乏评价素养，就意味

着专业自杀【8】。外部评价会对教师的评价活动产

生示范作用，这也要求教研部门以“监测”、“调研”

为名的评价必须具备良好品质，为教师评价素养

的提升提供示范。为此，作为市级教研部门组织的

较大规模区域测试命题工作，应加强对相关命题

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试题编制水平，在试题编

制过程中充分遵循课程标准，科学选择符合课程

标准内容要求的考试内容，坚决摒弃超越课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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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内容(如胶体的聚沉、电泳、渗析等)，准确把

握对考试内容的认知要求，努力使试题与标准保

持较高的一致性，充分发挥课程标准对考试评价

的指导作用。

3．4 加强测后数据分析。完善对区域学业质量

测试试题的评价

随着计算机应用和网上阅卷工作的普及，教

育领域也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充分发挥并利用测

试后的数据在试题质量评价工作中的作用，对于

提高命题水平和测试效度有着重要作用。在每次

较大规模考试(如市级以上联考)后，及时采集相

关数据，借助于韦伯模式嗍、SEC模型n川等一致

性分析工具，或从知识种类、知识深度、知识广

度和知识分布平衡性维度，或从内容标准和认知

要求维度分析试题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不断提

高、完善对试题质量的评价水平，为促进评价与课

程标准的一致性提供科学、有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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