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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课堂学习单设计

江苏省南通州外国语学校    戈向红

【摘  要】本文围绕“教、学、评一体化”的内涵进行论述，从设计英语学习单出发，实施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并从设置内容梯度以体现语言学习的渐进性、提出基本问题以促成阅读策略的获取、借助图

表工具以体现思维路径的可视化等三个方面进行核心素养视角下的英语课堂“教、学、评一体化”的实

践探究。 

【关键词】“教、学、评一体化”  课堂学习单  英语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普通

高中英语课程应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全面、健

康而有个性地发展的课程评价体系。”这样的要求同样

适用于小学英语教学。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处理好

评价与教和学之间的关系，推动“教、学、评一体化”实

施。课堂评价活动应贯穿教学的全过程，为检测教学

目标服务，以发现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并提供及时帮助

和反馈，促进学生更有效地开展学习。“教、学、评一体

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如何在课堂上落实“教、

学、评一体化”，需要一线教师继续深入学习，寻找合适

的对接点。

一、“教、学、评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完整的教学活动包括教、学、评三个方面：教是教师

把握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通过有效组织和实

施课内外教与学的活动，达成学科育人的目标；学是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主动参与各种语言实践活动，

将学科知识与技能转化为自身的学科核心素养；评是教

师依据教学目标确定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通过组织和

引导学生完成以评价为导向的多种评价活动，进一步了

解学生的学习过程，检测教与学的效果，实现以评促学、

以评促教。教以目标为导向，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养；学是为了发展核心素养，与教的内容保持一致；评是

为了促教和促学。

“目标、教学、评价一致性”是确保教学质量的基本

原则，俗称“教、学、评一体化”。“教、学、评一体化”不

是固化的教学模式或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教学设计和课

堂组织的理念。“教、学、评一体化”的特点是全程实施

“促进学生学习”的学习性评价，学习目标不仅有明确的

预期学习成果，而且有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学习活动

与学习评价围绕学习目标进行，“确定目标—明确评估

证据—通过活动检验目标”是课堂教学设计的基本线。

二、“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与实施的相关要素

1. 将“定目标—给依据—开展学习活动”作为教学

设计的基本路线

教学质量取决于课堂评价质量。教师依据课程标准

和学科核心素养要求确定目标，明确评估依据后，思考

通过什么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从起点到达目的地。在

设计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活动和目标的关联性，

设计能使学生获得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活动；②方法和

内容的一致性，使用恰当的方式指导学生开展学习、选

择合适的材料和资源；③学习和体验的层级性，依照教

与学的体验顺序，逐次列出关键的教学和学习活动。总

之，教学设计的基本路线是根据表现性目标，决定我们

需要教哪些内容、指导学生做什么，以及如何用恰当的

方式开展教学。

2. 强调基于问题和基于任务的项目性学习方式

“教、学、评一体化”不过度强调流程、不死抠环

节、不纠结模式，而是遵循“意义先行，理趣并驱”的教

学原理。它强调基于问题的学习：先引入问题，激发动

机；再营造认知冲突，启迪积极思维；最后尝试多元建

构（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话）。它还强调

基于任务的学习：先启动元认知策略（反思我们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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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再进行应用迁移（用学到的思维方法解

决其他问题），从而创新学科内项目性学习方式。在整

个实施的过程中，要思考在哪个时间节点收集哪些证据

来评估学生，来确认学生是否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因

此在这个阶段，教师要像评估员一样思考，思考如何确

定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理解，找到可以证明学生

成功完成学习目标的证据。评估方式除了传统的书面

测试，还有小组互评、自我反思、成果展示等。

3. 评价的运用更强调“指导性反馈”

“教、学、评一体化”在教学过程中嵌入评价，可以

帮助师生定义“什么是高质量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

责任心，但“教、学、评一体化”不提倡过分的打分、排

名、记星等，认为评价的主要功能是导向、激励和诊断，

评价的运用更强调“指导性反馈”。反馈是学习性评价

的核心，只有评价没有反馈的“机械评价”是没用的。

反馈是搭建多维对话、激发课堂活力的源泉，是师生新

型关系的奠基石，是学习动力的补给剂，也是培育批判

性思维最好的交互平台。

三、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学习单设计案例

“教、学、评一体化”需要一个“抓手”来辅助实施课

堂教学活动，即为每个“分目标”提供学习证据，引导学

生投入学习活动。学习单的设计既要相对独立，又要彼

此联系，同时要在学习单的设计中嵌入方法指导和问题

解决路径，引领学生有效达成学习目标。一个相对独立

且完整的学习单设计，需要依据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

构思问题解决的活动步骤、活动规则、方式方法、组织形

式和开展学习活动需要的条件等。

1. “主题贯穿”的学习单，体现语言学习的渐进性

学习单的设计要体现“主题贯穿”，凸显“教、学、评

一体化”中的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学习单的核心

价值在于体现“主题语境”和“英语学习活动观”。“英

语学习活动观”是指学生在主题意义引领下，通过学习

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体现综合性、关联性

和实践性等特点的英语学习活动，基于已有知识，依托

多模态语篇，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进自身语言

知识学习，多元思维发展，价值取向判断，以及学习策略

运用。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从不同梯度设计学习单的方

式有利于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提高其课堂参与度和

自主探究能力。以绘本Dad for sale的三个学习单（如图

1、2、3）为例。笔者先呈现主题语境文本，通过学生自主

观察、比对、分析、推断，从而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

和信息整合能力。第一个学习单旨在了解文中小男孩

的情绪宣泄。在第二个学习单中，教师梳理提炼文本主

句型，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语言结构和规则，激发学生表

达的热情，学会将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在第三个学习单

中，学生能灵活运用本课语言结构基于主题进行表达，

是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双重体现。在任务实施过程中

或结束后，教师通过PPT或板书提供学习策略的指引，为

学生如何解决问题提供范例，体现由知识到技能等综合

素养的培育。

图1 学习单1

图2 学习单2

图3 学习单3

2. “问题导向”的学习单，彰显语篇阅读的策略性

在课堂活动推进过程中，设计学习单的一个关键因

素是“问题导向”。好的问题能引发学生对事物深层次的

思考，教师多用几个how、why等半开放或开放式问题来启

发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养成用英语思考和表达的习

惯。如何通过有效提问，在激活与预测中趋近绘本、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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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与内化中解读绘本、在审视与运用中重构绘本，从而让

学生在阅读中理解故事内容，掌握阅读策略，加强自我体

验，以推动学生对学习内容展开深层次思考。

例如，在笔者执教的Reading A-Z Leveled Book D 
The sky is falling一课中，以“Who is the wise person in the 

story？”为核心问题，在得出这个最终答案之前先要解决

三个基本问题“Is the sky falling？ What is falling？ How 

do you know？”，形成问题串。

本课围绕核心问题，设置主题语境，在不同的教学

环节设置问题串，为学生搭建学习支架，了解故事中出

现了哪些动物，激活学生关于动物主题的相关背景知

识，引导学生观察天空中的物体，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什

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并在小组中用对比、分析、推理等思

维方法和策略创造性地进行“The ... is falling .”的语言输

出。学习单还可以前置到课前预习环节，用以调动学生

的生活常识，学生能说出“The rain/snow/...is falling from 

the sky”和绘本的题目“The sky is falling”形成认知冲突，

从而引发学生的阅读期待，利用学习单4（如图4）了解到

文本中整个“以讹传讹”的过程。

Tip： 1.小组合作，带上表情大声朗读第5至9页内容。

       2. 根据故事内容，完成表格。

Who             How          Whom             Says

图4 学习单4

再如，牛津小学英语４Ａ Unit 6 Whose gloves？第一课

时中，教师利用课件给出以下信息及学习单5（如图5）。

下面四个人分别用一句话暗示了他们的物品的特征，

请问这些东西分别是谁的呢？

四件物品是：trainers（运动鞋）， boxing gloves， pipe

（烟斗）， bag.

Mr Ma： I like smoking（吸烟） very much.

Miss Li： I’m losing weight（减肥） these days.

Sam： I am a boxer（拳击手）.

Mike： I go to school everyday.

接下来请你当一回小侦探，选择方框里的词语填在横线上。

is it          are they       Whose  Whose

Mr Ma’s  Miss Li’s     Sam’s  Mike’s

1.             trainers are they ？They’re             .

2. Whose boxing gloves                           ？They’re             .

3.             pipe is it ？It’s             .

4. Whose school bag                           ？It’s             .

图5 学习单5  

T： Try to be a detective. First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case. Mr Ma said...

T：Here’re trainers， bag， boxing gloves， pipe.（带读

以上四个单词）

T：Now， can you ask？Trainers. Can we ask： Whose 

trainers is it？ 

S： No， we should ask：Whose trainers are they？

T：Now， pleas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be a good 

detective， I think you can!

学习单设计中切忌直接把普通习题搬到“任务”里。

用习题替代问题的危害在于，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做

习题不利于其厘清概念、原理、方法，因此不具备举一

反三的意义。刷题意识实际上是用工业时代训练“熟练

工”的方法代替信息时代思维发展的培养，不利于培养

创新型人才。

3.“组织图形”的学习单，体现思维路径的可视化

利用组织图形设计的学习单往往通过发散思维、联

想、想象将与某一主题相关的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归纳

和总结。将思维和知识结构图像化，能帮学生将所学内

容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因此在设计学习单问题时，学

生呈现的结果可以通过不同的图示工具显性化，这个过

程可帮助学生建立更符合逻辑的知识框架。

例如，绘本故事Tortoise and His Friends，主题为朋

友。故事中小乌龟及朋友要过河，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

办法，但是小乌龟却过不去，他害怕其他动物，不敢轻易

接受他们的帮助，最后他的朋友们想了一个比较完美的

办法，既解除了小乌龟害怕的心情，又让小乌龟自己渡

河了。故事属于虚构类的小说，情节完整，绘本中出现

的关于动词类的单词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难点，可以让

学生对应动物结合学习单6（如图6）来梳理并表演出来。

学习单6提供了属于本节课的结构化回顾、总结、归

纳、梳理，能形成归纳集成，或进行成果展示，重要的是建

立和完善“认知结构”。在完成学习单和利用学习单表演

的过程中，既聚焦了“遇到了哪些困难”，又着眼于“这节

课解决了哪些问题”，同时包含学习反（下转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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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什么情感吗？

生：白居易很喜欢这个小孩子。

师：是啊，这两句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小娃的喜

爱之情，以及对童年的留恋之情。

（教师随机板贴：喜爱孩子　留恋童年）

师：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带上这份情、这份趣有感

情地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师生齐读整首诗）

笔者认为，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调动学生的情

感体验，引导学生产生共鸣、移情，并结合生活经验，引

导他们由此及彼，以此再现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激发学

生言语活动的创造性，使学生的思维、想象、情感等始终

在文本语言的内部快乐进行。这样才能使学生入境悟

情，使整个学习过程变得有情、有趣。

三、 适度拓展，深化古诗之趣

到这儿笔者并没有戛然而止，又设计了拓展延伸环

节，除了从《池上》感受到夏季的快乐、美好时光，其他

的季节也能感受到不同的乐趣。由此，教师与学生们一

起吟诵《村居》，感受春天放飞风筝的自由自在；吟诵《所

见》《夜书所见》，体会夏季捕蝉、秋季捉蟋蟀的惬意；吟

诵《稚子弄冰》，体验冬天玩雪的快乐；再让学生选择最

喜欢的一句诗，用彩笔描绘画面并给这幅画配上诗句。

师：童年是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古时候的小孩子

和你们一样，除了读书之外，经历过很多富有童趣的事情。

师：春天一起放风筝——生背《村居》。

师：夏天一起捕鸣蝉——生背《所见》。

师：秋天一起逮蟋蟀——生齐读《夜书所见》。

师：冬天一起玩冰雪——生齐读《稚子弄冰》。

师：自由诵读，哪首诗歌的孩童让你念念不忘？你

认为诗中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呢？课后，请选择你最

喜欢的一句诗，用彩笔画出诗句所呈现的画面，再给画

配诗句，让诗画合一。

课标要求低年级学生要能“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

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50篇（段）”，课后

补充的四首关于春、夏、秋、冬四个不同季节儿童生活的

古诗中，《村居》《所见》是一年级学过的，意在巩固。而

《夜书所见》《稚子弄冰》是拓展补充的，意在通过不同

的古诗，增加学生学古诗的兴趣和语言积累，由此拓宽

了学生的视野，激起了学生心中原有的古诗积累，重组

教学，与美术学科结合，通过吟诵作画的形式激发学生

学习古诗文的兴趣，让学生在古诗学习中掌握一些学习

方法，不断向课外拓展。诗歌以悟诗情为主、学生品读

为重，立足读出韵味、悟出品味，把诗情、诗韵、诗景统

一起来，让学生情感得以回归，使学生、文本、作者、环

境实现对话，完成诗歌教学特有的多因素交融的目的。

     儿童时期还处在具体思维阶段，特别是低年级学生，

是以直观表象的形式进行思维的。萨特曾说过：“阅读

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学生在阅读中，并不是消极地接

受、获取意义，而是积极主动地发现、建构意义，甚至创

造意义。”身临其境地还原画面、真实的情感体验、适度

的拓展阅读等策略，使学生对诗有所感、对情有所悟，充

分感受诗歌带来的趣味。

（上接第 18 页）思和思维升华。

图6 学习单6

总之，学习单的设计不仅要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要达

成知识的可迁移性，培养基于理解的举一反三能力。学生

仅仅知道“学什么”“怎么学”还不够，还需要了解“学到什

么程度”，才能高质量地完成学习任务。与传统课堂的“当

堂达标”测试评价不同，“教、学、评一体化”不仅重视终结

性评价，还特别重视导向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实施全程

评价。在学习目标确定之后，设计目标评估方案；学习过

程中，嵌入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量规）；学习结束后，则

为结果性评价，实现了教学与评价的有机统一。由此，课

堂由“粗放性”教学步入了“精准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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