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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版）》中

提出了“教、学、评”一体化这一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的全新教育理

念。通过在教学实践，我们发现，这一理念既符合高中生的认知特点，也有助于

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还能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对于高中化学教学实践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阐述“教、学、评”一体化理念，

介绍基于这一理念的高中化学教学实践策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与广大同行共

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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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化学课程涵盖的知识点很多，对于学生来说，每个知识点都需要记忆、

理解和灵活应用，在客观上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记忆与思考。为进一步提高教

学有效性而提出的新课程改革，对教师的教学要求更加细致严格，教师不仅需要

在课前明确教学目标，课中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还需了解掌握学生的学

习情况，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给予合理评价。因此，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可

围绕教学内容和学生学情，实施“教学评一体化”模式，促使教学目标达成，提

高教学质量。笔者将结合自身实际教学经验，从对理论的个人理解、以及在实际

过程中如何应用，两个方面来谈谈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如何应用“教学评一体化”

理念，以期为促进高中化学教学进步、提高学生学习综合素质献一份力。

一、教、学、评一体化的概述

所谓一体化，就是指的是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要素，通过一些合

理的方式融合为一体，从而发挥出 1+1 大于 2 的协同效应，从而更好实现目的。

“教学评一体化”就是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三部分，

运用合理的设计和科学有效的教学手段融合在一起，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明确教

师教育目标，提高教学效率，高效完成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以及对教与学效果的评价融合



为一体，其核心是学，是对学生学习能力、关键品质等方面的培养；而教主要是

为了引导学生学习，为学生提供正确的指导；评就是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

通过评价来为学生和教师在下一步的学习过程中指明方向，培养学生学习-实践-

学习的核心素养。“教学评一体化”就是讲课程实施的一种状态，所解决的是如

何教、如何学、如何评的问题，与《化学课程标准》所倡导的“聚焦课堂教学，

发展核心素养”高度吻合， 为此，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课堂教学具有

重要意义。

二、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高中化学教学策略

（一）教与学一体化

教与学一体化指的就是以教为指引，以学为目的，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更好

地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方式。即在课堂教学中，将过去的教师灌输式教学转变为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引导学生从更高的角度进行学习和探究，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能动性，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通过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自行研究、解决问题；当学生探究过程中遇

到困难时，教师应起到引导作用，适时地提供提示与帮助；鼓励学生之间应用头

脑风暴等方式进行讨论，学会团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以《离子反应》这一课的教学为例，本节课中电解质、强弱电解质的概念是

研究离子反应的基础，极为重要。但是概念本身较为抽象，难以理解。为顺利地

完成教学目标，笔者在教学中应用了教与学一体化理论，首先提出了同组异质、

异组同质区别的问题，将学生分成两个不同小组，并分别布置不同教学任务，以

帮助学生更好地转换到教师“教”的角度去探究化学知识。由不同的小组分别负

责讲解强电解质、弱电解质的概念，讲解相关方程式等，提高学生的代入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学习，主动与小组成

员讨论交流，加深学生对化学概念和化学反应的理解，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如负责讲解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的小组，要想为其他学生讲解，首先就需要自己

小组内部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探究，只有自己真正理解了这一概念，才能为其他

人讲解清楚。由此可见，实施“教与学”一体化教学模式，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刻掌握。



（二）学与做一体化

学与做一体化的本质就是理论和实践交替进行，让学生边做边学，通过实践

得到理论，结合理论开展实践，充分应用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方法。化学这一

学科必须以实验作为基础，实验是发现问题、获取知识、实践理论的主要途径。

在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先为学生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再带领学生进入实验

室通过实验验证理论知识，这样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还会影响学生对化学学

习的兴趣，降低课堂教学效率。而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高中化学教学中，

就可改变以往先理论后实践的方式，通过“学和做一体化”的方式，让学生边学

习边实验，使得理论中有实践，实践中有理论，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

而让学生感受化学学习的重要价值。

以“物质的分离和提纯”这一章节的教学为例，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理解过滤、

结晶、萃取和蒸馏等原理，知道其操作方法以及应用。但如果仅仅依靠教师讲授

是远远不够的，既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影响学生对过滤、结晶、萃

取和蒸馏等分离过程的理解，为此，笔者就结合实验的方式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

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来分析这几种分离现象的特点，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

识来进行解释和理解，从而实现“学与做一体化”的教学效果，让学生感受到化

学学习的乐趣。

（三）学与评一体化

将课堂评价与学习目标结合在一起，是教学评一体化闭环的最后一环。通过

在备课阶段、课堂教学、课后作业分别进行的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

评价，将课堂评价贯穿于教学活动之中，为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后续教学提供

目标，提高教学有效性和效率，有效解决课程标准与实际教学、教师教学与学生

学习相互脱节的现象。

应用“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教学过程，不仅做到教中学，学中做，还要将

课堂评价贯穿于其中。即时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即时应用在课堂教学和课堂学习

过程中，对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分析与评价，启迪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

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进而对出现的问题当场找到解决方

案，构建高效课堂。因此，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应将做与评相结合，发挥课

堂评价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改善传统教学中“教”与“学”两张皮的现象，



促使“教、学、评”相互融通循环，形成一种持续评价教与学的进度，丰富学生

学习过程，从而使化学教学质量更高。

以《镁在二氧化碳中的燃烧》这一课教学为例，教师通过布置任务驱动学生

自主学习，在学生学习探究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在教学结束之后，

教师就可引导学生对实验过程、实验步骤、实验装置的连接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总结，然后再组织学生讨论如何操作才是正确的，探寻更好的解决方法。而

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对学生操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评价，帮助学生找到问题的根源

所在，并通过评价帮助学生优化学习策略，从而使学生对化学知识有更深刻的认

识。

结语

总而言之，“教学评一体化”是现阶段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不但能调

动学生积极性、对教师教学起到很好的指导方向，强化师生交流、优化课堂教学

效率，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学习机会，让学生对化学知识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同时有助于提高化学教学质量，对高中化学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为高中

化学教师，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运用“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

主动学习，对学生的学习表现给予合理的评价，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

促进高中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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