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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终为始”的逆向教学设计能很好地落实“教—学—评”一致性原则．以“电生磁”一节为例，围绕新课

标要求，从分析３种版本教材入手，预备“教—学—评”一致性的逆向教学设计；以细化的目标为导向，以核心问

题为抓手，以多样化的任务情境为路径，架构“教—学—评”一 致 性 的 逆 向 教 学 设 计，旨 在 为 指 向 学 科 素 养 培 育

的“教—学—评”一致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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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强调：评价应与课程标准、教与学一致，即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对学生学习

的评价应与目标一致，以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功能.
如何促进“教—学—评”有机融合？笔者认为，教师

在教学设计时应以教学目标为纲要，预设包括评价

标准与 任 务 的 证 据，并 依 此 设 计 以 目 标 为 中 心 的

“教—学—评”活动，于评价中不断审视目标达成情

况（如图１所示）；上述过程与评价先行的逆向教学

设计不谋而合.本文以“电生磁”一节为例，剖析逆向

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着力

从“预备到架 构”“教—学—评”一 致 性 的 逆 向 教 学

设计，以期对同仁们有所启发.

图１　落实“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设计框架

１　剖析逆向教学设计与“教—学—评”一致性

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倡导：“教师应先学

会评价，再 学 习 上 课.”评 价 既 是 促 进 学 生 学 习 的

重要手段，又是诊断、调控和引导课堂教学的重要

媒介，评即学、评即教、教即评；“教—学—评”一致

性的教学是以生为本，将评价贯穿在教学始终，切

实促进目标 达 成 的 教 学.逆 向 教 学 设 计 强 调 从 结

果出发，将评价融入整个教学活动的反向设计，以

达成学生学科素养的全面发展.因此，逆向教学设

计和“教—学—评”一 致 性 的 理 念 高 度 契 合，两 者

都不仅关注 学 生“学 了 吗”，更 侧 重 于“学 会 了 吗”
“怎样证明 学 生 已 经 学 会 了”.上 述 都 需 要 教 师 深

化学科 理 解，深 思 课 标 要 求，深 挖 教 材 资 源，关 注

评价的多元性和全面性，把诊断性、形成性和终结

性评价贯穿教与学的全过程.
２　预备“教—学—评”一致性的逆向教学设计

“教—学—评”一致性的逆向教学设计是基于

教师对新课 标 的 准 确 理 解 和 对 教 材 的 深 入 挖 掘.
新课标要求：（１）通过实验，了解电流周围存在磁

场，（２）探究并了解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
（３）了解电磁铁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为更好地吃

透新课标的要求，笔者分析比较人教版、苏科版和

科学探索者（美国权威的研究性学习教材）３个 不

同版本 的 教 材，分 别 对 内 容 概 述、史 实 渗 透、特 色

图片等３个方面进行对比，整合教材资源，为优化

教学设计精准发力.
由 表１可 知，３个 版 本 的 教 材 各 有 所 长；苏

科 版 中 活 动 设 计 开 放 性 较 大，给 教 师 和 学 生 提

供 广 阔 的 空 间，延 展 了 教 学 的 宽 度 和 广 度，如：
在 探 究 通 电 直 导 线 周 围 的 磁 场 活 动 中，安 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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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导 线 由 实 物 的 水 平 放 置，到 模 型 的 竖 直 放 置，
渗 透 了 电 流 周 围 磁 场 的 空 间 性；人 教 版 教 材 更

注 重 合 理 的 知 识 逻 辑，符 合 学 生 的 认 知 规 律，有

利 于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如：关 于 通 电 螺 线 管 的 磁

场 的 探 究，教 材 中 首 先 用 铁 屑 展 示 磁 场 的 全 貌，
再 用 小 磁 针 研 究 磁 场 的 局 部，这 样 的 设 计 既 是

前 一 节 磁 场 研 究 方 法 的 延 续，但 又 不 是 简 单 的

重 复；科 学 探 索 者 更 强 调 培 养 学 生 严 密 的 逻 辑

思 维，如：由 直 导 线 向 螺 线 管 过 渡 时，教 材 通 过

层 层 递 进 的 阶 梯，帮 助 学 生 厘 清 螺 线 管 能 增 强

磁 场 的 本 质（如 图２所 示）.

表１

苏科版 人教版 科学探索者

内容
概要

该版本教材设
置 一 节 内 容，
围 绕“２ 个 活
动和１个学生
实验”展开，重
点探究螺线管
外部的磁场方
向，注 重 电 磁
铁 在 生 产、生
活中的应用

该版本教材安
排 了 两 节 内
容，第１节 以
“２个 探 究、２
个 演 示、３ 个
讨 论”的 形 式
展 开，重 点 围
绕发现和归纳
通电螺线管的
磁 场 展 开 的.
第２节的重点
是电磁铁及其
应用

该 版 本 由 探 索
活动“磁 场 都 由
永磁 体 产 生 吗”
开 启 学 习，以
“增 强 电 流 的 磁
场”为 明 线，通
过 图 片 形 象 地
分 析 直 导 线 绕
成 圆 柱 形 状 磁
场增 强 的 原 因，
以 及 电 磁 铁 的
实质和应用

史实
渗透

该版本在章末
信 息 库 中，介
绍了奥斯特对
失败实验的反
思，以 及 通 过
坚持不懈地追
求，取 得 科 学
史上的重大发
现，无 痕 中 落
实学科育人的
目标

该版本在教材
正 文 中，简 介
了奥斯特坚持
真 理（万 物 间
存在联系）、百
折不挠的学术
品 格，较 好 地
发挥以史育人
的作用

该 版 本 在 正 文
中，介 绍 奥 斯 特
发 现“电 生 磁”
的 历 程，由 直 导
线 周 围 放 置 一
枚 小 磁 针 的 偶
然 发 现，到 多 枚
小 磁 针 的 深 入
研 究，渗 透 科 学
家 严 谨 的 研 究
精神

特色
图片

探究通电直导
线 周 围 的 磁
场，为 防 止 电
源短路和显示
电 路 通 断，在
电路中连入小
灯 泡；为 全 面
展示了通电直
导线周围磁场
的 强 弱 与 方
向，教 材 中 安
排了直导线的
俯视图模型

在归纳通电螺
线管的极性与
电流方向的关
系 时，借 助 小
蚂蚁和小猴子
的 对 话，启 发
学生展开想象
的 翅 膀，鼓 励
学生大胆表达
自我

探 究 通 电 直 导
线 的 磁 场 时，教
材 中 不 仅 连 入
小 灯 泡，还 在 电
路 其 他 ３ 个 不
同 方 向 的 直 导
线 下，均 示 意 放
置 小 磁 针；教 材
还 通 过 图 片，分
析 一 匝 到 多 匝
线 圈 磁 场 增 强
的 本 质，进 而 构
建螺线管模型

图２　探索者版教材处理

３　架构“教—学—评”一致性的逆向教学设计

在深入研 读 课 标 和 梳 理 教 材 内 容 的 基 础 上，
笔者进 行 了 有 效 的 探 索，凝 练 出 架 构“教—学—
评”一致性的逆向教学设计的３个维度：确立预期

的教学目标 与 评 价 依 据；凝 练 启 迪 智 慧 的 核 心 问

题；创设多样化的任务情境，以促进“教—学—评”
一致性的目标达成.
３.１　确立预期的教学目标和评价依据

著名的教育家布鲁姆说：“有效的教学开始于

知道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教学目标是课堂教

学的出发点，是课堂评价的着力点，是检验学习效

果的落脚点；可以说，一切的“教—学—评”活动都

应围绕着教学目标的实现来进行，因此，将评价目

标进行细化，分解成一个个可检测的子目标，显得

至关重要.
本章的核 心 内 容 是 建 立 电 和 磁 之 间 的 联 系，

从奥斯 特“电 生 磁”的 偶 然 发 现，到 法 拉 第“磁 生

电”的必 然 成 功，无 不 渗 透 人 类 在 电 磁 发 展 历 程

中，科学家们坚持不懈、一心向学和追求极致的优

秀品质.“电 生 磁”这 节 即 是 前 面 磁 场 学 习 方 法 的

延伸，为今后学习“场”这一空间概念奠定基础，也

为法拉第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逆向思考“磁

生电”提供依据.因此，笔者基于课程标准的要求，
结合学生现 有 的 认 知 水 平，提 炼 出 适 合 单 元 教 学

的目标，并 拟 定 了 具 体 的 可 检 测 的 评 价 依 据（如

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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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可检测的目标评价依据

３.２　凝练启迪智慧的核心问题

古希腊哲人普罗塔戈曾说过：“大脑不是一个

要被填满 的 容 器，而 是 一 个 需 要 被 点 燃 的 火 把.”
而问题就是 点 燃 学 生 思 维 的 火 把，有 效 的 问 题 能

激发学生的 思 考 欲 和 探 究 欲，促 进 学 生 思 维 的 发

展，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学生对磁和电已有一

定的知识储 备，但 是 电 磁 之 间 的 联 系 学 生 并 不 熟

悉，巧设核心问题，能有效点亮学生科学思维的明

灯.鉴 于 此，笔 者 设 计 了 如 下 的 核 心 问 题：
（１）小磁针偏转，说明了什么？（２）如何增强电流

周围的磁场？（３）你能说说：通电螺线管外部的磁

场方向与电流方向 之 间 的 关 系？（４）电 磁 铁 在 生

活中有什么应用？

３.３　创设多样化的任务情境

任务情境是镶嵌于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中的

活动情境.研究表明，学习的最佳效果产生于现实

的问题解决或经验的情境之中；因此，多样化的任

务情境，如：实体情境、推理情境和想象情境等，有

助于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高阶思维，落

实核心素养.
任务１：实体情境———重回奥斯特经典实验.

图４　常规设计

常 规 设 计：平 时 的 教 学

中，教师经常这样做：领着学

生体验 奥 斯 特 经 典 实 验，将

小磁 针 置 于 直 导 线 平 行 架 的 下 方 Ａ 点 （如

图４所示），接通电路后，发现小磁针偏转，教师便

急于“引导”学生分析现象，得出结论：通电导线周

围存在磁场.
存在问题：（１）本实验是揭示电与磁之间联系

的开篇之作，是 科 学 家 奥 斯 特 等 人 历 经 数 年 研 究

的成果，具有跨时代的巨大意义，但上述探究活动

流 于 形 式，并 不 能 在 思 想 上 引 起 学 生 的 共 鸣.
（２）教师将“周围”视同“下方”，显然这 样 的 处 理，
不利于学生空间思维的生长.

优化设计：首先，学生将小磁针平行地置于直

导线的下方，根据现象，初步得到结论：通电直导线

的下方存在磁场；教师启思：对此，你是否还有什么

疑问？教师短暂的课堂留白后，学生质疑：通电直导

线的上方是否也存在磁场？学生小组合作，积极探

究（如图５所示），完善实验结论：通电直导线的上、
下方存在磁场；教师追问：要想知道直导线周围更多

点的磁场，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学生迁移所学，想到

了用铁屑来研究，如何在直导线周围撒上铁屑呢？

学生转变视角，将水平放置的直导线旋转９０°，穿过

透明的亚克力板，便可用铁屑直观显示直导线周围

的空间磁场（如图６所示），从而得出结论：通电导线

周围存在磁场，它的磁感线是以电流为中心的同心

圆.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引导学生观察铁屑

的疏密分布，鼓励学生课后继续研究，从而实现认知

的升华和课堂的延伸.

图５　优化设计１
　　　

图６　优化设计２

设计意图：空间思维不仅影 响 着 学 生 众 多 学

科的学习与 领 悟，而 且 也 会 波 及 学 生 日 后 职 业 的

选择以及胜 任 能 力.笔 者 设 计 了 探 究 直 导 线 周 围
“点线面体”的 磁 场，渗 透 点 动 成 线、线 动 成 面、面

动成体的空间思维养成.
任务２：推理情境———构建螺线管模型.
常规设计：平时的教学中，教师会将螺线管模

型强塞给学 生，学 生 不 明 究 理，只 能 依 葫 芦 画 瓢，
脑海里只有一个个碎片式的物理观念.

存在问题：（１）如此设计，教师并未领悟编者

意图，无视教材“螺旋式上升”的编写原则；（２）学

生在这样的设计中，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此以

往，学生思维的惰性便会慢慢生根发芽.

图７　构建螺线管模型

优化设计：笔者提出本节知识的核心问题：如何
增强通电导线周围的磁场？

学生自然想到：增大电流；
教师肯定学生的想法，并进

行演 示；学 生 在 观 察 中 感

悟，导线的规格限定通过其

电流的大小；笔者引导学生

发现一束同方向电流，其周

围的磁场较强，启发学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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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变直为环”增强磁场的思想，（如图７所示），为此，
学生在循序渐进中构建螺线管的模型.

设计意图：９年级学生初具一定的抽象、概括等

思维能力，他们喜欢与教师平等地讨论问题.笔者通

过设计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探究活动，让学生亲

历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过程，感悟“绝知此事要躬行”
的道理，以期学生实现物理观念、关键能力与必备品

格三丰收；唯此，才能顺应时代的呼唤，真正将“以生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运用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任务３：想象情境———感悟通电螺线管的极性

与电流方向的关系.
常规设计：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常常通过信息快

递的方式，直接呈现安培定则来判定螺线管的极性与

电流方向，而后，通过大量的题目进行规律的巩固.
存在问题：上述设计，教师采用了反复训练的

方式开展教学，其弊端一目了然，学生的学习兴趣荡

然无存，思维发展停滞不前，实践创新无影无踪.
优化设计：归纳思维就是从 众 多 的 事 物 和 现

象中找出共 性 和 本 质 东 西 的 抽 象 化 思 维，助 力 学

生从感性认 知 到 理 性 思 考 的 飞 跃；笔 者 先 引 导 学

生发现（如图８所 示）：（１）对 比（甲）（丙）和（乙）
（丁），螺线管上只有两种电流流向；（２）当螺线管

上的电流方向向上，Ｎ极在左侧；反之亦然；追问：
你能否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描述两者的关系？学

生畅所欲言，如 学 生 将 螺 线 管 上 的 电 流 方 向 看 作

脑袋朝 向，Ｎ极 对 应 的 就 是 我 的 左 耳，如 此 种 种，
学生展开想 象 的 翅 膀，在 和 谐 灵 动 的 课 堂 中 表 达

自我，较好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设计意图：在引导学生发现规律时，渗透了对

比、归纳等的物理思想，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我，

让课堂真正成为学生奇思妙想之所、潜能绽放之处.

图８　螺线管磁场的极性与电流方向的关系

总之，教师 应 梳 理 教 材 中 提 升 能 力 的 素 养 目

标，凝练启迪智慧的核心问题，在多样化的任务情

境中，捕捉多元化的评估证据，动态生成激发高阶

思维的学习 任 务，根 据 检 测 结 果 反 馈 目 标 的 达 成

情况并及 时 教 学 调 整，切 实 为“教—学—评”一 致

性原则的落实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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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特点，学生亲身体验利于大量感性材料的积

累，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促进认知发展；物理实践作业

形式多样，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还能多方位地

塑造学生良好的学习品质.最后，实践作业相较于传

统书面作业评价主体更加多元化，完成的过程中大

量穿插同伴互评和自我评价，因此实践作业激励功

能和导向功能更加突出.总之，物理实践作业紧扣课

标凸显素养，承载物理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考査，以
情景承载挑战性任务，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真实问题，进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并最终指向核

心素养，真正为学生的学习“增效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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