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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教学校本题库建设策略探究
——

以 高 中 地理 学科为 例

陈锦辉／江苏省启东 中学

摘 要 随着 现代教 育技术 手段的 飞速发展 ，基 于 大数据 的 精 准教 学 煥发 了 新的 活 力 。

如何建设教学要素 完整 、优质 的校本数据库 ，
成 为许 多 学校的 当 务之急 。 文章 以 高 中 地理 学

科 为例 ，
给 出 了 学科校本教 学题库 建设的 一般策略 。

关键 词 高 中地 理 精准教学 校本数据库 策略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 的发展 ， 精准教学在学科教

学 中 的具体应 用和实施越来越成为 众多教 育工 作

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 精准教学 离不开大数 据 的 支

撑 ，
下 面以高 中 地理学科为 例 ， 谈谈学科校本教 学

题库建设的
一

般策略 。

一

、确定 题库 目 录结构

题库 目 录结构 的 确 定是题库 建设 的基础
，
以

笔者 的 实践经验 ， 目 录结 构
一般分为 四 级 ， 设定两

条主线较为适宜 。 两 条主线 ：

一 是教材 目 录 ，
二是

课程标准和 高考考试说明为依据确定 的知识点 。

１ ． 教材 目 录结 构

此 目 录结构只需要把教材 目 录直接复制 ，
并将

其分为四 级 目 录结构 ，详见表 １
：

表 １ 教材 目录结构示意

章节

ＩＤ

一

级

目 录
二级 目 录 三级 目 录 四级 目录

湘教版

必 修 Ｉ

自 然地理

７ ８ １ ０

第
一 章 宇

宙 中 的地球

７ ８ １ １

第
一节 地球

的 宇 宙 环境

７ ８ １ ２

第 二 节 太 阳

对地球的 影 响

７ ８
１
３

第 三节 地球

的运 动

７ ８ １ ４

第 四 节 地球

的 结 构

２
． 知识点 目 录结 构

此 目 录结构 以 课程标准 和高 考考试说明 为依

据
，
可按表 ２ 分为 四级结构 。 不 同 的教 师对课程标

准和考试说明的理解会略有差异 ， 因此不 同 的学校

该 目 录 结构 可 能会 有 所 不 同 ， 但 不会 有太 大 的

差异 。

表 ２ 知识点 目 录结构示 意

知识

点 ＩＤ

一

级

目录
二级 目 录 三级 目 录 四级 目 录

高 中

地理

５７ ５７

宇 宙 中

的地球

５７ ５ ８

宇 宙 环 境

及 其 对 地 球

的 影响

５７ ５９

地球所 处 的 宇 宙

环境

５７ ６０

地球是太 阳 系 中

一颗 普通 的行星

５７６ １

地球上存在 生命

的 条件和 原 因

５ ７６２

太阳 辐射对地球

的 影 响

５ ７６ ３

太 阳 活 动对地球

的 影 响

在确定 以上 两类 目 录的基础上 ， 还应做好两者

之间 的对应 ，即将教材 目 录 的 ＩＤ 号填 写到 对应知

识点表格 的 一级 目 录 中 （ 见表 ３
） 。 这 样可 以 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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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知 识点 的试题 自 动对应 到 相 关教 材 的 章

节 中 。

表 ３ 知识点 目 录与 教材 目录相对应示意

知识

点 ＩＤ

－级

目 录
二级 目 录 三 级 目 录 四级 目 录

高 中

地理

５ ７５ ７

宇 宙 中

的 地球

５ ７５ ８

宇宙环境及其

对地球的影响

５ ７５ ９ ７ ８ １ １

地 球 所 处 的 宇

宙 环境

５ ７６ ０ ７ ８ １
１

地球是 太 阳 系 中

一颗普通的行星

５ ７６ １ ７ ８ １ １

地球上存 在 生命

的 条件 和原 因

５ ７６ ２ ７ ８ １ ２

太 阳 辐 射 对地

球的 影响

５ ７６ ３ ７ ８ １ ２

太 阳 活 动 对地

球的 影 响

二 、确定 题量

在每个不 同层级 的 目录下 ，

一次性配备 一定数

量的基础题 ， 确保 可以进行基本 的数据采集 。 根据

题型 、知识点 的 重要性 等 ， 每个题型 可配 备 ５￣１ ５

道不 同难度的试题 ，然后在后续 的教学过程 中 进行

不断补充 ， 增 加 题量 。 在补 充试题时应 避 免 出 现

重复 。

三 、确定试题 参数

为了 能够获取准确 的教学数据 ，必须对每道试

题进行相关参数 的确定 。 试题参数越 多 ，获取的数

据越为精确 ，精准教学 的实施也会越有效 。 试题参

数包括 的 内容有 ：①题型 。 学科不 同 ，试题 的题型

也会有所不 同 。 高 中地理学科 的题型 主要 有单项

选择题 、双项选择题 、综 合题等 ，给 每种题型赋不 同

的编码 以便获取有效数据 。 例 如 ，单项选择题编码

为 １ 、双项选 择题编 码 为 ２ 、 综合题 编码 为 ３ 等 。

②知识点 目 录 。 给 每道试题标 注 相对应的 知识点

目 录编码 。 例如 ，表 ２ 中 的 知识点
“

地 球是 太 阳 系

中
一颗普通 的行星

”

编码为
“

５７ ６０
”

。 ③教材 目 录 。

给每道试题标注相对应 的教 材 目 录编码 。 例如 ，表

１ 中 的教材 目 录
“

地球 的宇宙环境
”

编码为
“

７ ８ １ １

”

。

如果两类 目 录 之间 的对应 已 完成 ， 则 该步 可省 略 。

④参考答案 。 每道试题都需配备参考答案 ，作 图题

的答案不建议用
“

略
”

表示 。 ⑤解析 。 每道试题可

以从所涉及 的知识点 、
解题思路 、解题技巧 、 能力要

求 、
注意 点 等 方面 给 出 准 确 、

透 彻
、 精练 的 解 析 。

⑥难易度 。 试题的难 易度
一

般分为 五级 ，
即 容 易 、

较易 、

一般 、较难 、 困 难 。 给不同 的 难易度 赋不 同 的

编码 以便获取有效数据 。 例如 ， 容易到 困难 的试题

依次 可编 码为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⑦分值 。 根据试题题

型
， 以标准试卷 为参考给出 每道试题的分值 。 ⑧答

题时 间 。 根据每道试题 的难易度 给定答题时 间 ， 以

分钟 为单位 。 例如 ， 编码 ２
，
即 答题时 间 为 ２ 分钟 。

⑨能力要求 。 地理学科注 重对 学生 的地理学 习 能

力和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 ，
即 考查 学生对所学相关

课程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的 掌握程度和综合 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 、解决 问 题的能力 。 高 中地理学科 的 能

力点 如表 ４ 所示 ，
可对其进 行编码 。 ⑩核心素养 。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 中 体现 ， 是学生

通过学科学 习而逐步形成 的正确价值观念 、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 《普通髙 中地理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

版 ） 》指 出
，
地理学科核心 素养 主 要包括 人地协调

观 、综合思维 、 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 ，每个核心素

养又划分为 四个水平层次 。 因此 ， 对核心 素养 进行

编码时 ，
人地协调 观为 １① 、 １② 、

１③ 、
１④ ，综合思维

为 ２① 、
２② 、

２③ 、
２④ ， 区域认知 为 ３① 、

３② 、
３③、

３④
，
地理实践力为 ４① 、

４② 、
４③ 、

４④ 。

表 ４ 高 中地理学科的能 力点 编码

能 力点 大类 能 力点 编码

获取或解

读地理信 息

从试题 的 文字表述 中获取地理信息 １

获取 图 形语言形 式的地理信息 ２

理 解获得 的地理信 息 ３

调 动 和运

用 地理知识

和技能

调 动和 运 用 基本地理 知识解 决地理

问 题
４

调 动和运 用 自 主 学 习 过程 中 获得 的

相 关地理 知识
５

运 用 中 学 其 他相 关 学科 的基本技能

解 决 问 题
６

运 用 地理基本技能 ７

描 述 和 阐

释地理 事物

用 简 洁 的 语言描述地理 事物 ８

运 用 地理知识 比较 、 判 断 、 分析 、 阐

释地理事 物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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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能 力 点大类 能 力 点 编码

论证和 探

讨地理 问 题

发现 或 提 出 具有 创 新 意 识 的 地理

问题
１ ０

提 出 必 要的 证据 ，
论证和解 决地理

问 题
１ １

表达论证和 解 决地理 问题 的 过程 与

结果
１ ２

探讨 、评价现 实 中 的 地理 问 题 １ ３

一

道完整 的试题信息应包括 以 上 １ 〇 个方 面的

参数 ，举例如下 ：

地球是人类 目 前所探测 到 的 唯 一存 在生命 的

天体
，
下 列 关 于其原 因 叙述正确 的 是（）

Ａ ． 地球 与 小 行 星 以 外 的 其 他 大 行 星 各 行 其

道
，
互 不 干扰 ， 宇 宙 环境安全

Ｂ ． 自 地球 生命诞 生 以 来 ， 太 阳没有发 生 明 显 变

化
， 光照条件 比较稳 定

Ｃ ． 地球 自 转和公转 的 周 期适 中 ， 为 液态水 的存

在创 造 了 适 宜 的温度条件

Ｄ ． 日 地距 离 适 中 ， 两 者 间 的 引 力 使 气 体 聚 集

在 地球 周 围
， 形 成 了 大 气层

题 型
：

１
； 知识点 目 录

：

５７ ６ １
； 教材 目 录 ：

７ ８ １ １
；
参

考答案 ：
Ｂ

；
难易度 ：

２
；分值 ：

２
； 答题时 间 ：

１
； 能力要

求 ：

４
；
核心素养 ：

２② 。

解 析 ：地球上存在生命的条件可 以分为 自 身 条

件和外部条件 ， 自 身条件 主要 包括适宜 的 温 度 、适

合于生物呼吸 的大 气 、液态水 的存在等 ，外 部条 件

主要包括 稳定 的 太 阳 光 照 和安全 的 宇宙 环境等 。

安全的宇 宙环 境 是指 大 小行 星 各 行其道 ，
互 不 干

扰 ，故 Ａ 错 ；
地表温度适 中 主要 与 日 地距离适 中 有

关 ，故 Ｃ 错 ；
由 于地球的体积和质量适 中 ，其产生 的

引力形成 了大气 层 ， 经过 漫长 演化 ， 形成 了适 合 于

生物 呼吸的大气 ， 故 Ｄ 错 。

需要特别指 出 的是 ， 同
一个试题可能会涉及多

个知识点 、能 力要求 和核心 素养 等 。 为此 ， 在编 码

时可 以 在这 些试题参数 下 同 时 标 注 出 不 同 的 ＩＤ

号 ， 中 间 用 逗 号 隔 开 。 如 ：

“

知 识 点 目 录 ：

５７ ５９
，

５７ ６ １

”

。

四 、题库建设推进措施

１ ． 谋求学 校 支持

学科校本教学题库 的 建设必定 要投人
一定 的

资金 。 因 此
，该项工作必须在学校 的统

一

组织和领

导下进行 ，学校 必须给予 人力 、 资 金等方面 的 大力

支持 ，
最好 能 成 立专 门 的 组 织 管理机构 。 只 有这

样 ， 校本题库 的建设才能 持续 发展 ， 才 能有效促进

学校教学质量 的提高 。

２ ． 谋求技术 支持

学科校本教 学题库 的建设依 托于 现代教 育技

术 的发展 ，学校应积极采取措施 因地 制宜地寻找适

合本校 的各种创新性建设方案 ，及 时为本校 的现代

化教学改革创造基础平 台和应用系统 。 目前 ，这方

面的技术 已 比较成熟 ，学校可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 与

合适 的科技公 司合作 。

３
． 谋求学校 间 合作

每个学校都有 自 己 的优势学科和薄弱学科 ， 同

一

学科组 内不 同教师 间也存在水平 、能力 和特 长的

差异 。 因此
，校本教 学题库 的建设可 以采取学校 间

相同学科进行 合作 的形 式 ，
以 提 高题库 质量 ， 降低

题库 建设周期 和成本 ， 以实现一定范 围 内 的资源共

建共享 ，合作双赢 。

现代教学的精准化以大数据 为基础 ，各类 教学

大数据的 获取离不开学科数据库 。 因 此
，
要 开展基

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 精准教学 ，
校本教学数据库的

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 离开了校本教 学数据库 ，精准

教学将会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当然 ， 校本 教学

数据库 的建成 只 是为精 准教 学提供 了数据获 取 的

基础
，
要 想真正地 实施精 准教 学 ， 让精 准教学 为教

育服务 ，
还有很多方面有待研究 。 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