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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NormanL.Webb的韦伯模式一致性分析工具对人教版高中《物理·选修3 1》教科书“静电场”

一章中的习题与课程标准进行一致性分析,找到不同维度一致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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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标准是指在一定课程理论指导下,国家根

据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以纲要形式编制的关于教学

科目内容、教学实施建议以及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

的指导性文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活动、评

价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

础.高中物理教科书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制的教学规

范用书,按照教学科目分别编写的教学规范知识,是

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教科书中的习题应与课程标准

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分析教科书中习题与课程

标准的一致性对教师的教、学生的学都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国内外对一致性的研究,大多使用 AndrewC.

Porter的SEC模式和NormanL.Webb的韦伯模

式.本文将采用NormanL.Webb的韦伯模式对高

中教科书《物理·选修3 1》第一章静电场中的课后

习题与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的知识目标部分内容的一

致性进行初步研究.

Webb于1997年提出12个判断评价与标准一

致性的技术标准,并分为5个类别:内容集中性、跨

年级与年龄段的准确度、公平与公正、教学意义、系

统可应用性.后又从最初12个标准中抽取与内容集

中性相关的4个标准作为分析维度,形成了目前评

价与标准一致性研究的最常用工具,包括知识类别

一致性、知识深度一致性、知识广度共同性、知识分

布平衡性等4个维度[1].

1 标准及习题编码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 对于知识目标中的行为

动词界定为:了解(了解、知道、描述、说出、举例说

明、列举、表述、识别、比较、简述、对比)、认识、理解

(阐述、解释、估计、理解、计算、说明、判断、分析、区

分)、应用(评估、使用、验证、运用、掌握),将这4个

层次分别编码为A,B,C,D.

界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某一内容标准的

目标水平,可根据内容标准中已有行为动词与认知

性学习目标水平中的行为动词匹配来具体确定.

例如:“了解静电现象及其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

用,用原子结构和电荷守恒的知识分析静电现象.”

可拆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了解静电现象及其

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可定为A目标水平,后半

部分“用原子结构和电荷守恒的知识分析静电现象”

可定为C目标水平.

根据标准,将教材[3]中的习题进行编码,如表1

所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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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教材《物理·选修3 1》静电场中的习题进行编码

具体标准
标准

水平
对应习题

习题

水平

1.1(1)了解静电现象及其在生活和生产中的

应用
A (一)1,(七)3,(七)4,(七)1(1) A,A,A,A

1.1(2)用原子结构和电荷守恒的知识分析静

电现象
C (一)4,(七)1(3) C,C

1.2(1)知道点电荷,体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

模型方法
A

1.2(2)知道两个点电荷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A
(一)2(1)、(2),(一)3,(二)1,(二)2,

(二)3(1)、(2),(二)4,(二)5

C,C,C,C,C,

C,C,C,C

1.2(3)通过静电力与万有引力的对比,体会

自然规律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A

1.3(1)了解静电场,初步了解场是物质存在

的形式之一
A (三)3 A

1.3(2)理解电场强度 C
(三)1(1)、(2),(三)2(1)、(2),(三)6,

(三)7(1)、(2),(七)1(2)

C,C,C,C,C,

C,C,C

1.3(3)会用电场线描述电场 A (三)4,(三)5(1)、(2),(四)7(1) A,A,A,A

1.4(1)知道电势能、电势 A

(四)1,(四)2(1)、(2)、(3),(四)3(1)、(2),

(四)5,(四)6,(四)7(2)、(3),(五)1(2),

(五)3(1),(六)2(1)①,(六)2(2)①、②

C,C,C,C,C,C,

A,D,C,C,C,

A,C,C,C

1.4(2)理解电势差 C
(五)1(1),(五)2,(五)3(2)、(3),(六)1(2),

(六)2(1)②,(六)2(2)③,(六)2(3)
C,C,C,A,C,C,C,C

1.4(3)了解电势差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A (六)1(1),(六)3,(六)4,(七)2 C,C,A,C

1.5(1)观察常见电容器的构造,了解电容器

的电容
A

(八)1(1)、(2)、(3),(八)2,(八)3(1)、(2),

(八)4
C,C,C,C,C,C,D

1.5(2)举例说明电容器在技术中的应用 A

一共13条标准,命中标准10条

2 一致性结果分析

为了将教材课后习题与课程标准的目标要求一

一明确对应,采取了上述表格的编码方法,使得具体

标准和习题都有其相应的水平等级A,B,C,D,接下

来,根据上表的习题编码情况与课程标准的目标即

可进行一致性的分析.
(1)知识种类一致性

韦伯模式认为,评价试题至少有6道题目测量

了某一课程标准的内容,才能确保与课程标准之间

的知识水平种类一致性是可接受的.由上表可知,

“静电场”中一共有62道习题命中标准,远远大于6

道题目的要求,因此“静电场”一章课后习题与课程

标准的知识种类一致性较高.
(2)知识深度一致性

知识深度一致性就是教材习题的认知水平与课

程标准中知识的认知水平相吻合的程度.如果评价

试题和目标相对应的试题中至少有50% 和目标的

知识深度水平一致,则认为评价与标准的知识深度

一致性水平“可接受”.“静电场”一章教材课后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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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符合课程标准目标要求的百分率为46.8%,没有

达到至少50% 与目标只是深度相一致的要求,因此

与课程标准知识深度一致性稍弱,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可适当增加相关习题,以弥补教材习题对于知识

深度方面的欠缺部分,相关百分比可参考表2.

表2 知识深度一致性统计

符合的习题数目

(百分率)

高于的习题数目

(百分率)

低于的习题数目

(百分率)

29(46.8%) 32(51.6%) 1(1.6%)

  (3)知识广度一致性

在一条标准中至少有50% 的具体目标且每一

个目标至少对应一道题目,知识广度的一致性水平

则“可接受”,如果一条标准中有41% ~49% 的目

标具有相对应的试题,那么知识的广度一致性就较

“弱”.“静电场”一章中目标的命中率为76.9%,远

远大于50%,因此与课程知识广度一致性较高,如

表3所示.

表3 知识广度一致性统计

目标总数 击中目标总数 命中率/%

13 10 76.9

  (4)知识分布平衡性

知识分布平衡性即试题在具体目标中分布的均

匀程度.0.7作为知识分布平衡的可接受水平.指数

在0.6~0.7,表示较“弱”地达到了知识分布平衡

性标准.如果指数在0.6以下,被认为是不可接受 .

计算公式为:

平衡性指数=1-
∑ 1

O -IK

H
2

其中,O=被命中的某内容标准所包括的目标总数,

IK =命中目标的试题数,H=命中该内容标准的试

题总数.当某一内容标准对应的所有评价试题都平

均分布在各个目标上时,平衡性指数达到最大值1.

与某一目标对应的试题越多,意味着其他目标对应

的试题就越少,平衡性指数也就越小.代入上述计算

公式,O=13,H=62,IK =4,2,1,8,4,2,7,1,“静电

场”习题的平衡指数为0.84,大于0.7,说明知识分

布的平衡性较高,为可接受水平.

3 结论与建议

总结:本文只针对教材第一章“静电场”部分进

行了一致性分析,不能代替教材的整体水平;对于文

中习题水平的分类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可作为学

习研究的参考;同时,韦伯模式这一分析工具自身也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程序设计本身存在问题;

二是韦伯分析模式不要求编码专家评价课程标准的

质量,只要求判断评价项目是否与课程标准的要求

相匹配;三是韦伯分析模式没有判断评价项目与所

对应目标的最佳程度[5],因此需要客观地看待韦伯

模式分析的结果.

根据以上4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静电场”

一章课后习题在知识种类、知识广度、知识分布3个

维度上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较高,在知识深度一致

性方面还有待提高.

建议:课程标准对教学内容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成为教科书编写时选择教学内容的依据,但是,保持

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而是在课程标准的框

架下,教科书在内容选择上允许并且应该有必要的

自主空间.教材习题要准确地把握住课程标准的要

求,将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知识目标进行细化分类,作

为设计题目的依据和标准,从知识种类、知识深度、

知识广度、知识分布各个维度提高其与课程标准的

知识、技能、体验目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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