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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起点和归宿,课堂教学以“学会什么”为起点,设计学习过程与教师支持过程;

在实施过程中以测验等手段实时监测学习目标达成状态.以“分子动理论”一节课为例,阐述基于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的教学目标叙写技术:对课程标准、教材、学生情况、教师支持过程进行分析以确定教学目标并采用ABCD教学目

标陈述法进行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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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

正式颁布,“核心素养”被正式加入普通高中课程的

培养目标中,对应不同学科特点有学科核心素养,针

对物理学科,《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指出: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物理观念”“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1].如

何更好地培育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成了物理教

育界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教育目的的实现必须落

实课程目标,而课程目标的落实需要将其转化为具

体可操作的课堂教学目标[2],那么叙写出具体准确

的教学目标就成为在物理课堂教学中落实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关键一步.

1 物理教学目标的确定技术

如果把课堂教学当做一次旅行,那么教师就是

导游,学生就是游客,导游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最先

考虑的应该是:游客此行的目的地是哪里? 其次才

是依据目的地和游客的实际情况考虑具体如何到

达? 怎样才能使游客领略到目的地该有的景色和风

土人情? 怎样玩才能让游客在旅途中既轻松愉悦又

对此次旅行印象深刻、终生难忘,又如何确定游客是

否玩得尽兴、的确不虚此行?

物理教学目标是指通过有目的的物理教与学实

践活动,教师期望学生所达到的学习标准或发生的

行为变化[3].在物理课堂教学中,物理教学目标就是

“目的地”,它是此次学生“旅行”将要到达的地方,

为课堂教学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指

明方向,具有导向作用;也吸引着“游客”——— 学生

去往“目的地”,具有激励作用;同时,物理教学目标

作为一种预期达成结果,可以作为课堂教学中以及

课堂教学后评价教学效果的依据,具有评价作用[4].

换言之,物理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起点和归宿,也

是评价教学效果的落脚点.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内化过

程,鼓励核心素养理念下物理课程采用单元式教学,

“分子动理论”这个课题在高中阶段一般按3个基本

观点分成3节课来介绍其实验依据,看似是3节独立

的课,实则同属分子动理论这个整体,契合核心素养理

念下单元学习理念,因此以“分子动理论”这一主题为

例对物理教学目标的确定与叙写技术进行具体探讨.

1.1 分解“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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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内容标准、实施建议都进行了详细阐述,教师

确定教学目标的首要参考依据就是“课程标准”.通

过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分解其具体内容要求,提

取关键词和行为动词[5],即课程标准期望学生在具

体教学单元达到的行为表现和表现程度,明确其对

应的水平要求,把握其内容地位.《普通高中物理课

程标准(2017年版)》对“分子动理论”的要求为:通

过实验,估测油酸分子的大小,了解分子动理论的基

本观点及相关的实验依据;通过实验,了解扩散现

象.观察并能解释布朗运动,了解分子运动速率分布

的统计规律,知道分子运动速率分布图像的物理意

义[1].提取出信息如图1所示.

图1 “分子动理论”的课程标准内容分解

  提取出关键词和行为动词要求后,参照“课程

标准”中的行为动词说明表,明确各行为动词对应

的水平要求,由此清楚各关键词有关内容在本单元

教学中的地位.

1.2 分析教材内容

在分解“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教材内

容,定位关键词的位置,细化核心概念,新增必要的

前述概念与拓展概念[6],参考教材中为学生学习所

提供的教学情境,明确教材中教学单元的大致教学

逻辑及其在整个物理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把握初高

中教材安排的差异.

另外,现行高中物理教材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

标准》的统一引领下,各地区并不相同,教师可以根

据情况参阅各版本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整合.

对于“分子动理论”主要参阅人教版教材,整理为如

图2所示的内容结构图[7].

对比初高中教材,这一主题在初中分子动理论

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增加了各基本观

点的实验依据[8],更加强调研究微观世界的科学方

法,带领学生走进微观世界,旨在为“内能”部分作

铺垫.

图2 “分子动理论”的教材内容结构图

1.3 把握学情

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是学习目标的完成者,

教学目标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对学生情况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对学生情况的把握主要从3方面进行分析:

学生的认知特征分析、认知能力分析、情感特征分

析[6],这是学生学习的起点,通过对学生情况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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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就大概清楚了课程标准的预期学习成果与学生

当前情况的差距,随后根据情况对教学情境进行筛

选、添加,由此为确定具体准确的学习目标提供依

据,为有效的学习过程服务,也能保证后续评价工作

具有针对性.

如图3所示,学生在初中就已经初步学习过分

子动理论,已经了解其基本观点,知道扩散现象、分

子间相互作用力的定性关系.高中内容的安排是在

初中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基本观点的实验依

据,运用建构模型、估测法等进行定量研究,科学方

法方面学生无先备经验,需要设计启发学生建构模

型的活动;新增加了连接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桥

梁”——— 阿伏加德罗常数,学生在化学中已经学习

过,但在物理学科是初次接触,需要突出在物理学习

中的意义;对于间接证明分子无规则热运动和扩散

现象的布朗运动,学生无先备经验,扩散现象与布朗

运动有何异同,涉及“间接”思想,学生可能很难区

别;以及分子间相互作用力与距离关系的定量研究,

渗透了研究分子运动规律的方法 ——— 统计方法,学

生初次接触,可能是其困惑不解的问题;分子运动速

率分布的理解和掌握是教学的难点,尤其是速率分

布曲线的物理意义,这一核心概念的教学有利于学

生对统计方法和统计规律进行理解.

图3 “分子动理论”的学情把握

1.4 构建支持过程

明确了教与学的起点以及“课程标准”所要求

的终点、可供参考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情境后,就需要

根据现有教学资源和学生实际情况对达成目标的途

径和方法进行筛选补充、设计教学情境构建教师支

持过程.对于物理学这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物理

实验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

考虑到现有教学资源例如实验器材、媒体设备能否

支撑教学目标的达成,若能达成,大概在什么程度,

这是在确定教学目标时必须明确的,只有这样才能

使被选择用来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契合实际,就

像旅行中选择如何到达目的地,经费充裕可以坐飞

机,而如果是穷游,那就只能另寻他路.对于本主题,

结合实际情况,为了启发学生构建模型并运用估测

的方法,可先预设“估测菜籽直径”的情境;溴蒸汽

以及硫酸铜溶液与清水的扩散可现场演示;布朗运

动的演示实验可能借助视频进行展示效果会好一

些;气体压缩、压紧的铅块粘在一起都容易实现,可

现场展示;弹簧连接小球类比相互作用力容易实现,

学生可现场感受.

综合以上对4个确定依据的具体研究,确定了

“分子动理论”的教学目标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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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子动理论”的教学目标确定

2 物理教学目标的叙写策略

对“课程标准”、教材、学生、支持过程进行研究

后,确定了教学目标,接下来就要将确定的物理教学

目标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叙写.教学目标具有导向、激

励、评价作用,因此教学目标的遣词造句要有助于学

生学、教师教以及教师评,常见的教学目标叙写方式

有以下4种[9,10],如表1所示.

表1 常见的教学目标叙写方式

常见的教学目标叙写方式 具体操作

ABCD教学目标叙写法

 A即听众(Audience)——— 目标所指向的对象(学生);

 B即行为(Behavior)———表明学习的具体行为,可用动宾短语“行为动词+宾语(说明学

习的内容)”;

 C即条件(Conditions)——— 行为出现的条件,即在何种情境中达成目标;

 D即水平(Degree)——— 可接受的行为水平

内部心理与外显行为相结合
 一般目标———具体行为表述:描述内部过程的术语概括教学目标+可观察的行为做例

子进行具体化

加涅五成分法  情景、性能动词、对象、行为动词、工具限制和特殊条件

表现性目标设计模式  明确规定学生应参加的活动,但不精确规定每个学生应从这些活动中习得什么

  结合“分子动理论”这一主题的具体情况,为了

使前面教学目标的确定操作方便以及教学目标的叙

写清晰具体,以下采用ABCD教学目标陈述技术进

行叙写.
(1)通过观察“估测菜籽直径”实验(C),体会建

立模型和估测方法在研究物理问题中的应用(B),

设计出可行的估测油酸分子大小的实验方案(D)并

通过实验估测出油酸分子的大小(C),知道物体由

大量分子组成(B),知道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桥梁”

作用(B),能用其进行简单的计算(D);

(2)通过观察“溴蒸汽的扩散”“硫酸铜溶液与

清水的扩散”(C),知道扩散现象(B),能例举并解释

生活中的扩散现象(D);

(3)通过观察布朗运动的实验现象进行理论分

析(C),知道其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B),能举例说

明(D),并通过阅读布朗运动的发现史(C),认识到

物理问题的研究过程是漫长曲折的(B),能简述其

发现史(D);

(4)通过比较扩散现象和布朗运动的异同(C),

知道布朗运动是扩散现象的宏观表现(B),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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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微观世界是通过宏观现象这种“间接”的方法

(B),能简述其异同(D);

(5)通过观察气体很难压缩、铅块对压后能提

起重物、物体不易被拉断(C),知道分子间存在相互

作用力(B),能举日常实例进行说明(D),并尝试用

弹簧与小球间的作用力类比分子间相互作用力

(C),知道分子间相互作用力与距离的关系图像

(B),能画出图像并简述图像(D);

(6)通过观察分析一定温度下氧分子的运动速

率分布图像(C),了解其统计规律(B),知道其物理

意义(B),能叙述其物理意义(D).

3 小结

对于物理教学目标的确定与叙写,需要明确的

是:(1)教学目标的确定中对“课程标准”、教材、学

生、支持过程的研究缺一不可;(2)教学目标叙写时

ABCD4要素不一定都表述出来,只要表达不产生

歧义即可.(3)不同课型的教学目标应采用不同的

叙写策略;(4)教学目标虽然分条叙写,但却是一个

整体.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教学始于教学目

标又终于教学目标.确定和叙写准确合适的物理教

学目标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针对性地为课中

教师教、学生学以及课中课后评学生、评教师、评教

学过程提供依据和标准,为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服务,是将“培育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目标落到

实处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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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eachingGoalSettingBas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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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MoleculeMotionTheory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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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ingobjectiveisthestartinganddestinationofclassroomteachingwhichisstartingwith"what

willstudentslearn",teachersdesignstudents′learningprocessandteachers′supportingprocess;Intheprocessof

implementation,monitoringstudents′achievementoflearninggoalsbytestinrealtime.thearticleistakethe

"theoryof molecular motion"forexampletoexpoundtheteachingobjectivessettingskillbasedonkey

competenciesofphysics,whichthroughtheresearchoncurriculumstandards,textbooks,students′situation,

teachingsupportingprocesstosettingteachingobjectivesandwritingitbymethodofABCD.

Keywords:settingteachingobjective;theoryofmolecularmotion;keycompetenciesof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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