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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存在结构性缺失和

研究性不足问题。如何从区域层面引导和规范

教师教学设计行为？如何通过备课组的集体备

课促进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整体提升？我们尝

试通过一系列“单”“图”“表”的开发和使用，打

破教师教学设计误区和思维定式，用“工具”优

化教学设计，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

一、立体化“诊断单”：确定教学设计的起点

如何让学生隐性的前备知识与经验为教学

设计服务？我们设计开发了“学生自我诊断单”

和“学情诊断单”，从学生自我认知和教师客观

分析两个角度帮助教师确定教学起点。

1.“学生自我诊断单”，“窥探”自我认知中

的学情。

我区的中学数学学科针对阶段性测试设计

了“学生自我诊断单”（见表 1），通过知识、能

力、思维以及其他非智力因素等多个维度的设

计引导学生对本阶段的学习进行自我反思和

自我诊断，对自己的错误之处进行归因。教师

通过“自主诊断单”的批阅就能快速地了解学

情，更有针对性地为下一阶段的教学确定起

点、重点。

【摘 要】当下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存在结构性缺失和研究性不足问题。区域层面尝试通过一系列“单”

“图”“表”的开发和使用，打破教师教学设计误区和思维定式，为教师教学设计提供保驾护航的诊断工具，从

而使得系统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成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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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掌握 能力欠缺 思想方法欠缺 没有思路 其他

是否会及收获是什么

自主订正 合作交流 试卷评析

表1 中学数学“学生自我诊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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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情诊断单”，分析现实表现中的学情。

我区小学语文学科以教材单元为单位，结

合单元核心目标设计、开发了“学情诊断单”（见

图 1）。学生在进入本单元的学习之前自主完

成，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横向与纵

向的分析，从而发现学生当下的学习基础、学习

水平与完成本单元核心学习目标之间的落差，

从而精准地确定教学设计的起点。

如统编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学情诊

断单”，第三题有 92%的学生选择的是《田忌赛

马》，他们觉得方法好在马匹对位安排上，但具

体原因回答主要停留在对文章内容的重复上，

不能领悟其关键——这样的方法是赢在大比

分取胜，教学中就需要引导学生走进人物的思

维过程，用孙膑的思维和常规思维进行对比，

从而体会其思维的缜密与创造性；8%的学生

选择了对船长行为进行评价，这说明绝大多数

学生无法领悟船长做法的妙处，有个别同学虽

然觉得船长采取的方法不错，通过威胁孩子跳

水，避免孩子掉到甲板摔死，但也不够全面。

教学时需要搭建一定的支架，帮助学生结合具

体情境去揣摩人物每一个举动背后的思维过

程，并通过与水手思维进行比较，发现其做法

的妙处。

通过对诊断单的横向梳理和纵向分析，教

师可以发现学生的原有基础和困惑点、困难处。

在他们原有基础之上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架，教

学便能事半功倍。

二、可视化“流程图”：明晰教学设计的路径

我区各学科基于 ADDIE等经典教学设计

模型和学科特点，开发、设计了具有针对性、操

作性和灵活性的学科“教学设计模型图”和“集

体备课流程图”。通过这一“路径工具”，规范和

引领教师教学设计行为。

1.“教学设计模型图”，指引教师教学设计

的路径。

小学语文学科基于统编教材的编写意图和

教师教学设计现状，开发了“单元整体教学六步

备课模型”（见图2）。

该模型通过单元核心目标分析、学习者分

析、单元教学内容分析、单元教学要点与课时安

排设计、单元学习活动（任务）与学习支架设计、

单元评价开发这六个步骤，引领教师遵循一定

的路径，通过多维度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

评价，完成对学习者的深刻理解和对学习需求

的深度分析，整体性地规划、统筹教学内容，设

计学习活动和学习策略支架，并通过评价不断

对教学设计进行修订与完善。

图1 小学语文“学情诊断单”

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学情诊断单（学生使用）

一、本单元有哪些生字你觉得最容易写错？写下来。

 
二、

三、

自己试着结合注释和联系上下文，说说“自相矛盾”的意思。把实在不理解的地

方记在下面。

 

你觉得《田忌赛马》中的孙膑或是《跳水》中船长的方法好吗，好在哪里？选一

个写一写你的看法。

图2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六步备课模型图

单元核心目标分析

学习者分析

单元教学内容分析

单元教学要点与课时安排

单元学习活动（任务）与学习支架设计

单元评价开发 基于单元核心目标

基于学情反馈

基于教学反馈

基于学习者分析

基于核心教学目标

基于课后习题

基于文本特点

基于语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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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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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整
体
设
计
模
型

18



2.“集体备课流程图”，明确教师集体备课

的要求。

我区初中物理学科针对集体备课的现状设

计、制定了区域性的行动指导纲领——雨花台

区初中物理学科集体备课流程图（见图3）。

该“集体备课流程图”从人员的分工、任务

的布置、过程的设计、备课内容的选择等对学校

教研组或备课组如何进行集体备课做了示范

性、纲领性和规范性要求，规避和减少了“流于

形式”的集体备课，使教师在集体备课中真正的

思考和研究成了一种可能。

三、显性化“诊断表”：促进教学设计的完善

我区各学科基于“学习分析理论”，设计开

发了多维度“统计量表”“课堂观察量表”和“集

体备课评价表”，通过“评价工具”促进教师教学

设计的完善。

1.“知识点得分率”统计量表，定位教学设

计的重难点。

我区教研员通过“易多分大数据采集与分

析系统”设计了“得分率统计量表”。通过对对应

知识点得分率的分析，教师可以精准了解教学的

总体情况，发现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明确

学生的困难点与薄弱点，基于学生学习需求更有

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

例如：初中物理学科在第

六章“物质的物理属性”教学

一段时间后，通过“易多分系

统”获取对应章节（或范围）的

班级知识点得分率统计表（见

表 2）。通过对表格的分析可

以发现：班级 2在“密度的单位

换算”“密度公式的应用”和

“密度的计算”三个知识点上

得分率较低。教师存在讲解

不到位、练习不到位等原因，

教师在下一阶段的教学设计

时，可以采取增加适量的习题

课、小专题辅导课和随堂练习

等方式，来补偿和矫正这样的

问题。

2.“能力层级”统计量表，把脉教学设计的

层次性。

通过“易多分大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可

以依据预定的能力考查层级（可以量化），对某

次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各能力层级统

计表。

如“初中物理学科班级能力层级统计表”

表2 八年级物理“第六章”班级知识点得分率统计表

知识点

质量的估测

密度的单位换算

密度公式的应用

密度的计算

分数占比

2.50%
25.30%
53.67%
72.17%

区得分率

78.66%
78.66%
78.81%
62.26%

班级1

81.39%
81.39%
84.27%
74.32%

班级2

69.37%
49.37%
53.51%
41.03%

图3 初中物理“集体备课流程图”

雨花台区初中物理学科集体备课流程图

备课组长
（教研组长）

其他组员

备课组长
（教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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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从该表中可以看出班级 1和班级 2学
生的能力层级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教

师在教学设计中，就要进行“差异化设计”。比

如，从“实验能力”上来看，同样的“电路连接的

基本方式”内容，班级 1可以直接设计为学生分

组实验，然后根据学生的展示成果进行对比、归

纳后获得“串联与并联”；而班级 2就要换一种

方式，可以采取“教师引导思考—学生尝试画一

画—展示电路图—归纳方式—学生连接电路—

观察特点”的教学流程。

3.“课堂观察量表”，聚焦教学设计的全要素。

初中物理学科设计出了“LCR课堂观察量

表”（见表 4）。该量表基于“学习者（Learner）”

“学习内容（Content）”和“学习资源（Resource）”

三大要素，设置了17个观察点。

通过“LCR课堂观察量表”的使用，教师对

“学习者分析”“学习内容分析”和“学习资源分

析”三个维度逐渐形成认识、达成共识，对如何

有效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有了清晰的概念和具

体的方法。通过这个工具的使用，能发现教学

设计中更多、更细小的问题，帮助教师收集研究

数据，改进教学，促进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

比如，某教师的量表中“实验可视性”指标

低，那么就会导致“演示实验”教学效果差，使得

学生无法通过观察来经历活动过程。课后，教

研员、教研组长和备课组长可以和该教师一起

交流：如何提高实验的可视性，改进实验？是否

采取必要的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或者直接设计

成学生分组实验？最终，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教师的反思，可以形成更好的教学设计，并

且形成一个经典研究案例。

4.“集体备课评价表”，暴露教师集体备课

的弊端。

我区各学科结合“精准教”“多元学”“显性

评”的区域教学主张和学科特点，设计了“集体

备课评价表”。

评价表从内容、组员参与情况、过程性资料

等 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将集体备课的过

程和效果量化为15个不同权重的“评价标准”，对

教研组或备课组的集体备课进行评价和量化管

理，为进一步规范和优化集体备课提供了评价工

具，从而为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在制度上又形

成了一种保障与促进。

一系列“单”“图”“表”的开发和使用，为

教师教学设计的前、中、后三个环节提供了大

数据的诊断和分析，多角度、多维度，全方位、

立体化为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保驾

护航”。

表4 初中物理学科“LCR课堂观察量表”

学习者

是否

有课

标解

读与

分解

学习

目标

设定

是否

合理

是否

精心

设问

学习内容

是否

研究

教材

时间

分配

是否

合理

板书

设计

是否

有演

示实

验

实验

可视

性

是否

使用

信息

技术

学生

分组

实验

（含体

验）

活动

前指

导是

否充

分

体验

过程

性设

计

学习资源

是否

使用

学案

是否

关注

课堂

生成

课前

准备

是否

充分

实验

是否

有创

新或

改进

是否

关注

课外

实践

活动

表3 初中物理学科班级能力层级统计表

能力点

理解能力

推理能力

分析综合能力

应用数学处理物理

问题的能力

实验能力

分数占比

56.33%
5.00%
13.83%

1.00%

16.67%

区得分率

72.70%
62.95%
67.83%

78.81%

70.74%

班级1

80.72%
70.61%
76.07%

84.27%

79.21%

班级2

60.31%
52.07%
53.96%

63.51%

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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