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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 习 不 是为 了 评价 ，评 价是为 了促进 学 习 。

“

学 为 中 心
”

的 评价 指 向 下 ，教师 不仅要 关 注

教什 么 ， 怎 么 教 ，更要关 注 学 生从哪里 开始 学 ， 学得 怎 么 样 。
从哪 里 开始 学 ， 需要前 测 ， 需要对前

测证据进行分析 ； 学得 怎 么 样 ， 需要在教 学过程 中 镶嵌评价任务 ， 需要对后 测 证据进行 分析 。 把

评价镶嵌在各个环节 ，发现 问 题 、及 时改进
，
从而精准促进 学生 学 习 。

关键词 ： 评价 ； 证据 ；精准教学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是全社会普遍关心而

始终 未能解决 的 问题 ， 为此教育部还 多次发文要求
“

为学生和教师减 负
”

。 解决这个 问题 ， 除了 社会 因

素 以 外 ， 就是 向课堂要 质量 ， 让学 习 真实发 生 。 要

让学 习真实发生 ， 就应 当 有评价 ， 有
“

学 为 中 心
”

的

评价 。 通 过评价 ， 找 到教学 的起点 ，从而提升教学

的针对性 ；通过评价 ，促进学生反思 ，让学生 的关键

能力得到发展 ；通过评价 ，让学生学得主动 、 让教 师

心中 有数 ，在课堂上完成
“

减负
”

。

评价镶嵌 在教学 的每个环节 ， 这样的评价是 为

了 促进学生 的学 习 。 下 面 以
“

欧姆定律
”

（ 苏科版 ）

的 教学为例 ，谈谈操作要点 和心得体会 。

一

、前测评价 ，
找到学 习 起点

教学不能想 当 然 ， 要通 过证据确认 学 习 起点 。

在优质课比赛 中 ，笔者连续听 了７ 节
“

欧姆定律
”

教

学 ，发现
一

个 问题 ：要改变 电 阻两端 的 电压 ，学 生只

想到增减电 池的数量 。 上课 的老师颇 为不 解 ， 为什

么刚刚学了 滑动变 阻器 ，学生就想不到 使用它来 调

节 电阻两端的 电压 呢 ？

为 了 进 一步探 明其究竟 ，

｜

——

ｌ

ｊ

—＜＾
—

连续三轮 （每两年
一轮 ）用前测 ^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调查 。Ｈ
／？

前测 问题 要研究 电流与

电压 的关 系 ， 请你 画 出所需 要

的 电路图 （大 部分学 生 都很快图 １

画 出来了 ，如 图 １ 所示 ） 。 此处需要 改变 导体 尺 两

端的 电 压 ，用什么方法可以 达到这个 目 的 ？ 请做 出

你的 选择 ：

Ａ ． 增减 电池节数

Ｂ． 串 联一个滑 动变 阻器

Ｃ
． 两种方法都可以

表 １

增减 电池节数 串联滑动 变阻器
两种方法

都可 以

２ ０ １ ４年 ９ ０％ ５ ％ ５％

２ ０ １ ６年 ９ １ ％ ６ ％ ６ ％

２０ １ ８年 ８ ８％ １ ０ ％ ９ ％

结论 由表 １ 数据分析可见 ， ９０％ 的 学生 能想

到 的 是用改变 电池数量的方法 来改变 电 阻 ｉ？ 两端

的 电 压 。 为进一步获得对学情 的把握 ， 笔者采用访

谈 的形式 ，对学 生的认识进行追 问 。

师 你知道哪
一段电路是我们 的研究对象 吗 ？

生 什么 叫 研究对象 ？ （老师 解释说 ， 就是 哪
一段 电路 ） 。 不确定 。 （ 这 为 确 认研 究 对 象 打 下 伏

笔 ，从 系 第
一 颗扣子 开始 ， 就播种 了

“

电 流 、 电 压 、
电

阻 必须 是 同
一 段 电 路 中 的 三 个 物 理 量

”

，
必 须 是 同

一个研 究对 象的 物理 量 。 ）

师 如 图 ２ 所示 ，给 电 阻 尺 串联
一

个滑动变阻

器 ，移动滑动变阻器的 滑片可不 可 以改变 电阻 尺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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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 电压 ？

生 电路中 串联接人滑动

变阻器 ， 移动滑片 时 ， 电 源两端

电压没有改变 ，
所 以导体 ｉ？ 两

端的 电压也不会 改变 。 （ 由 此

看 来 ， 学 生将 电 源 两端 电 压 、导

体 两端 电压没有 区 分开来 。 ）

师 串联电路中 ， 各个导体两端电压之和等于

总 电压 ， 当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 电阻改变 了 ， 导

体两端的 电压能不改变吗 ？

生 在前一节
“

滑动变阻器
”

学 习 之后 ，认识到

滑动变阻器的作用是
“

保护电路
”

和
“

改变 电路中 的

电流
”

。 （ 学生将 滑动 变 阻 器 看 成 电 阻还有 一个过

程 ，
电压 与 电 阻 的 关 系 还是需要学 习 欧姆定律之后

来领会的 。 ）

经过对前测 的证据分析 ，发现学生想不到利用

滑动变阻器来改变 电 阻两端电压是合理的 。 滑动

变阻器连人电路中 当滑片滑动之后 ， 电 阻变 了 ， 根

据电 源电压不变 ，所以 电 流变 了 。 对于研究对象而

言 ， 电阻不变 ，肯定是另 外一个 因 素 即 电压发生 了

改变 。 这些逻辑分析是在
“

欧姆定律
”

学 习之后能

够做到的 。 了解 了学生 的实际起点 ， 就可 以采用真

实有效的教学策 略 ， 即将滑动 变阻器连入 电路 ， 请

学生观察现象 ，发现的确 如此 。 虽 然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 ， 但是 ， 获得这个技 能 ，从 而保证 实验的进

行 。 再通过对学生错误概念的暴露 ，对研究对象的

确认 ，对电阻两端 电压与 电源 两端 电压的 区分 ，有

质量的探究才会发生 。

前测评价帮助拜们找 到学 习 起点 ， 如何
“

以学

的方法来教学生 学
”

。 如果直接搬 出滑 动变 阻器 ，

给以技能指导 ，是牺牲 了 学科知识的逻辑性 ， 成全

了 学生探究的真实性 。 让学生先知其然 ，
后知其所

以 然 ，待经历
“

欧姆定律
”

发现之后 ，利 用探究成果

再回头解释现象 ， 也就补全了 知识逻辑的完整性 。

人是教育的 目 的 ， 知识是人精神发育 的
一

粒种子 ，

当 知识逻辑和学 习逻辑不能两全时 ， 选择学生学 习

优先是正确的 ，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

二 、任务评价 ，促进对科学方法的深度领会

任务评价就是在教学 中 段 ， 围绕核心 知识 ， 为

了 培育学生关键能力所镶嵌的评价 。 控制变量法

是初中 物理非 常典型 的科学方法 ，
也是本节课应当

活学活用的科学方法 。 为 了 促进学生对此科学方

法的领会 和理解 ， 可 以设计真实 的任务来暴露错

误 ，让学生先错后悟 ，只有反思之后 ， 学生对科学方

法的领会才会更加深刻 。

在进行
“

探究 电流 与电压的关系
”

实验 中 ，学生

已经使用过
“

控制变量法
”

，接下来 ，在
“

探究 电流与

电阻的关系
”

时 ，学生会 自觉地使用控制变量法吗 ？

怎样促进学生让科学方法成为 一种
“

带得走 的能

力
”

？

在真实的任务 中 ， 赋予学生
“

评价权
”

，在学生

行使评价权的 同 时 ， 老师也对学生 的学 习 进行评

价 。 利用 同样的 电路图 （如 图 ２ ） ，教师邀请学 生上

台演示 ， 其他学生注意査看并评价 。

实验 目 的 探究 电 流与电 阻的关系

操作过程 Ａ 同学更换电阻 （ ５Ｑ 、 １
０ｆｌ 、 １

５ ⑴ ，

Ｂ 同学负 责记录对应 电 流表示数 ， 与此 同 时 ， 老师

专 门邀请了Ｃ 同学上 台执行
一项秘密任务——观

察并记录电压表示数 。

请同 学们对 ＡＢ 同学的做法给予评价 。 操作

上有没有 问题 ？ 理由是什么 ？

全班 ４ ２ 人 ， ３５ 人认为没有 问题 ，有 ５ 人认为有

问题 ， ２ 人没有态度 。

认为
“

没有问题
”

的同学 ：研究 电流与 电 阻的关

系 ，他更换 了 电阻 ，所以是正确 的 。

认为
“

有 问题
”

的 同学 ：要研究 电流与 电 阻的关

系 ，
要保持电阻两端的 电压不变 ，不确定电压表示

数是否变化 。

这个时候 ，教师请执行秘密任务的 Ｃ 同学告诉

大家 ，在更换 电 阻 的实验 中 ， 电阻两端的 电压依次

为
１

．
５Ｖ 、 ２Ｖ 、 ２ ．

２Ｖ 。

虽然 ，控制变量法学生 已 经 了 解 ，但从了 解到

应用还有很长远的路 。 通过评价 ，暴露 问题 ，促进

反思 。 在 随后 的实验中 ， 教师巡 回 检査 ， 发现所有

的组都知道要保持电压不变 。 先错后教 ，与 常规的

操作最大的 区别在于 ， 它给 予 了学生
“

悟
”

的机会 ，

学 习只有 经过反思之悟 ， 才可 能将动 手转化为 能

力 ，将方法转化为素养 ，从而形成
“

带得走的能力
”

。

三 、后测评价 ，
用证据来显示学生的学 习 进步

后测评价就是在课堂末段 ， 围绕学 习 目标设计

评价任务 ，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 留下可 以 分

析的证据 ，从而判断课堂 目 标达成度 ， 并为后续教

学决策提供依据 。

后测任务 ：如 图 ２ 为
“

研究 电流 与电 阻关系
”

的

实验 电路图 。

（ １ ） 为了达到研究 的 目 的 ， 实验过程中 必须保

持


不变 ；

（２ ） 当 开关 Ｓ 闭合后 ， 电压表的读数是 ２ ． ５Ｖ
，

电流表的读数是 〇
．５Ａ

，现在将阻值为 ５〇 的 电阻

■Ｒ 换成阻值为 １ ０的 电阻接人电路来进行研究 ，则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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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观察 穿 孔的 饮料瓶水流 实验的 三组 系 列 性活动 ， 目 的 是 引 导 学 生通过课外 实 验 、社

会 实践 活动 ，
激发 学 习 兴趣 。

关键词 ：
小 实验 ；

观察 与 思考 ；科学探 究
；科 学 思 维 ； 综合实践 活动

苏科版初 中 物理教材 中 经常利 用 随 手取材 的

实 验 ， 引 导 学生 在 活动 中 观察 、体验与思考 。 教材

的作业 （ＷＷＷ ）中 要求计算 的题 目 并不 多 ， 很多 都

是 实践活动 ，学生 在 活动 中 感受到 意外 和惊奇 ， 激

发 思维冲突 ，并产生学 习 的 欲望 ，需要学生通 过 自

己 的观察获取信息 ， 以此作为思维加工的基础 。
就

“

压强和浮力
”
一章 中 ， 已选用 矿泉水瓶实验 的多达

８ 个 ，其 中作业 （ ＷＷＷ ） 中就有 ５ 道题 。 真可 谓 小

实验 ，大作 为 。 本文将通过观察穿孔 的矿泉水瓶 水

流实验的三组系列性活动 ， 目 的是引导 学生通过课

外实验 、社会实践活动 ，激发学 习 兴趣 ， 积极探究是

什么 ？ 为什么 ？ 怎么做 ？

―

、观 察水平射程 ，

“

科 学探究
”

设计

苏科 版
“

液 体压 强
”
一

节 ，作业 （ＷＷＷ ） 中 有 这样

一道题 。

【小 实验 １ 】如 图 １ 所示 ，

瓶中 灌满水 ，若在 ａ 、
６

、 ｃｕ 、 ｃ

图 １

下 一步应进行的操作是


。

下课前 ５ 分钟 ，请学生 完成这个练习 。 老 师巡

视 ，并统计效果 。 全班 ４ ２ 人 ，第
一

空全对 ，第二空 只

有 ３ 位学生错误 。
９０％ 的学生都知道

“

需 要移动滑

动变阻器从而保证电阻两端电压保持为 ２
．５Ｖ

”

。 在

充分的证据支持下 ，可以确认学生学习 的有效性 。

后测评价不只 是对课堂主要知识的巩 固 ， 更为

重 要的是对主要 目 标是否达成的评价 ，对学生学 习

效果的判断 ， 价值在于评 ，而不是练 。

后测评价需要与 目标保持高度 的
一

致性 。 例

如 ，本节 内 容学习 的是
“

欧姆定律
”

，学 习 目标是
“

会

利 用滑动变阻器改变 电压 。 能完成实验 ， 处理数据

（包括图像法 ） ，得 出 电流与 电压 的关系 。 能用 控制

变 量法 （会用滑动变 阻器控制 电压不 变 ） 研究 电流

与 电阻 的关系 ，得出 正确的结论
”

。 主要是经历探究 ，

那么 ，你的后测也应 当指 向探究 中 的渗透科学方法

所渐进形成 的素养 ，这样的评价是对实验深度学 习

的
一

种 奖赏 ，是对动手实践的
一

种提升 和反思 。 这

样的评价 ，可 以 让师生对学 习过程十分 自 信 。 学 生

自信是因 为他们解决 了 问题 ， 能力 得到 了 提升 ； 老

师 自 信是 因为有确 凿的证据说 明 学生达成 了 学习

目标 。

四 、结语

学习 不是为 了评价 ，评价是为 了促进学 习 。 将

评价镶嵌在学 习 的各个环节 中 ，从而让学 习 真实发

生 。 崔允槨教授有个 比喻 ，教与 学如 同买 与卖 ， 只

有 买发生之后 ，卖才会得 以确 认 。 通过前测评价 、

任 务评价 、后测评价 ，用 确 凿的证据来 判断买卖是

否发生 ， 当我们确认学生 的学习 真正发生之后 ，

“

学

生 和教师减负
”

也就有 了 希望 。

＊ 江苏省 中 小学教学研究课题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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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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