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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的评价方式研究 

——以“整式的乘除”单元教学为例 

唐一希 

西安市第五十八中学  陕西西安 

【摘要】实施“大单元”教学是提高学生素养、实现深度学习的有效策略
]1[
，而有效的评价方式是落

实大单元教学的主要途径。本文以《整式的乘除》大单元教学为案例，总结了四种评价方式的应用，一是

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过程性评价，二是对学生作业的诊断性评价，三是对学生测试结果的总结性评价，四是

对学生学习状况的自评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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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mode research about a large unit teaching based on the core quality de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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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rge unit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improve students’ quality and 
achieve deep learning, and the eff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a main way to implement the large unit teaching.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large unit teaching of the integral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derived from four evaluation methods, the process evaluation of students’ class room performance, the 
diagnostic evaluation of students’ homework, the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test results, and the 
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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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在初中领域，围绕大单元教学的应用研究

越来越多，大单元整体式教学方式有助于促进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积极服务于

数学课程改革。同时随着新课改的大力推进，学生

核心素养的培养更是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重视。 
目前初中数学教学课堂教学评价的现状是：（1）

对学生的关注不够。课堂教学评价以往是针对教师

的授课内容，其中包括教师对教材内容是否理解和

把握，对学习单元重难点的讲解是否突出，板书是

否符合标准，以及教学课堂气氛是否活跃，等等诸

如此类对教师单方面的评价，从而忽略了对学生的

评价。（2）对教学方法是否适合学生的思考不够。

教学方法应因地制宜，灵活应对。然而以往的课堂

教学评价仅仅停留于对老师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

和教学工作的关注，却没有真正关注到学生对于这

种教学方式方法是否适应，是否能够很好地从这些

教学手段中真正获益，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足。

往往不太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只是单方面从老师

的教学评价课堂教学质量。（3）对学生能力培养的

重视不够。以往的教学评价中对学生对知识点掌握

程度的重视，往往远远大于对学生各项能力培养的

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解题方法、解题思路、

知识点的讲解，对于学生各项学习能力的培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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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很好地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教

学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教学的目标只是为了

升学。所以，应该将学生各项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视

点上，真正对学生素质的提高重视起来，不只是停

留在书本知识上[2]。 
在教学中，学习评价都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好的评价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引导、促进作用，

而坏的评价却只能适得其反。因此，在核心素养目

标下研究大单元学习评价的方式、标准、主体等显

得尤为重要。《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评

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数学学习历程，激

励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师的教学；应建立评价目标

多元、评价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 
因此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评价具有以下

研究意义： 
一是有利于促进学生更有效地学习更全面地发

展。注重学习中的过程性评价，只有关注过程，通

过评价才能了解学生的发展进程及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等，通过过程性评价可以指导学生更有效的学习。

结合学生的反馈信息及时调节教学进度，通过制订

不同的评价标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有所

收获，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二是有利于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要积极更新学生观与评价观，在核心素养目标

下探究大单元学习评价的方式、标准、主体等，从

而更好地激发学生潜能。评价的结果可以明了课堂

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方式是否

有效，教师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学习状况，从而

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反思和改善自己的教学

计划与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3]。 
笔者利用七年级数学下册第一章《整式的乘除》

的大单元教学设计[4]，在学生中展开教学，主要采

取以下四种评价方式[5]，来研究学生的学习效果。 
2 大单元教学的评价方式的应用案例 
2.1 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过程性评价 
课堂评价，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在

数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比如在讲“同

底数幂的乘法”时，教师提出： 8 710 10× 等于多少？

根据幂的意义，首先 810 可以写成怎样的乘积形式？

学生回答：8 个 10 相乘。进而问：那 710 可以写成

怎样的乘积形式？生：7 个 10 相乘。接着问：所以

8 710 10× 可以写成怎样的乘积形式？生： 8 710 10× =
（10×10×···×10）×（10×10×···×10）； 

          
8 个 10                7 个 10 

再问：再根据乘法结合律，上面这一串乘积等于几

个 10 相乘？生：15 个 10 相乘。最后问：所以 8 710 10×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生： 8 710 10× = 
（10×10×···×10）×（10×10×···×10） 

            
8 个 10                  7 个 10 

=10×10×···×10= 1510 。 
 

15 个 10 
在这一活动中，就可以观察学生思考的认真程

度、回答的正确率、同桌交流的实效性[6]。 

活

动 一级水平 二级水平 三级水平 

推

导 

能独自推导得出
8 710 10× 的 结

果 

能在教师两个问题的

引 导 下 推 导 得 出
8 710 10× 的结果 

能在教师展示推导

下 说 出
8 710 10×

的结果 

2.2 对学生作业的诊断性评价 
学生写作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教

师批改作业的目的是及时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与技

能的掌握情况，以查漏补缺。找出学生作业中的问

题是教师批改作业时的一项工作。比如在讲“积的

乘方”时，布置了三道作业： 
①计算 
（1） 2(3 )b ；（2） 2( )ab− ；（3） 2 3( 4 )a− ；（4）

2 3 3( )y z 。 
②计算 
（1） 4( )mxy ；（2） 2( )np q− ；（3） 3 2 6( ) ( )n nxy xy+ ；

（4） 2 2 2 3( 3 ) [(2 ) ]x x− − 。 
③不使用计算器，你能很快求出下列各式的结

果吗？ 
2 22 3 5× × ， 4 2 32 3 5× ×  

第一道考察的知识点有“积的乘方运算法则，

有理数的乘方”，方法：注意每一个因数的乘方，

素养：数学运算；第二道考察“积的乘方运算法则，

有理数的乘方，整式的加减”，方法：幂的乘方和

积的乘方法则，合并同类项，素养：数学运算；第

三道考察了“积的乘方运算法则，乘法交换律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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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律”，方法：积的乘方运算法则的逆用，素养：

数学运算。三道练习层层递进，可对照了解学生对

积的乘方运算法则，有理数的乘方，整式的加减，

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的掌握情况。 
2.3 对学生测试结果的总结性评价 
学后的小测试，教师可做总结性评价，为教与

学的成效提供反馈信息，以调整、改进教学，调动

学生积极性、明确努力方向、改进学习方法。检测

中，均需要包括基本问题、巩固提高式问题及选做

型问题，三类问题大致依 7∶2∶1 的比例进行划分，

使之适合不同类型的学生。 
比如“整式的乘除”这一章，基本问题是 
问题 1：举例说明如何进行幂的相关运算？ 
问题 2：举例说明如何进行整式的乘法运算？ 
问题 3：整式乘法公式有哪些？特点是什么？ 
问题 4：举例说明如何进行单项式除以单项式，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的运算？ 
巩固提高式问题 
（1）快速判断以下各题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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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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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做型问题 
观察下列等式： 
（x－1）（x＋1）＝ x 2 －1， 
（x－1）（x 2 ＋x＋1）＝ x 3 －1， 
（x－1）（x 3＋x 2 ＋x＋1）＝_________，……… 
（1）猜想规律（x－1）（x n ＋x n－1＋…+x 2 ＋

x＋1）＝_________， 
（2）有以上情形，你能求出下面式子的结果

吗？ 
（x 20 －1）÷（x－1）＝_________， 
（3）已知 x 3＋x 2 ＋x＋1=0，求 x 2012 的值。 
当检测完成之后，对于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学

生，教师可以采取自我帮助或学习小组帮助的办法，

带动学生主动分析原因，实现针对性更强的一对一

辅导。 
2.4 对学生学习状况的自评互评 
考查学生学习的状况，应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

价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从而更客观、更全

面地评价学生学习数学的实际情况。每周一次，教

师可组织学生根据态度、上课表现、课后作业等方

面进行自评、互评，比如最后的复习回顾时让学生

展示自己的预习作业：本章知识框架图，并进行说

明.这可以明显作为一个表现点。互评的结果可以由

学习小组的组长填写，组长的可由组员商量后填写。

然后反馈给学生，让学生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长

处、还待加强的方面，以促进自己更好的发展。 
3 结语 
学习评价是教育教学活动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活

动，在对学生进行科学评价的时候应当注意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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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方式有所帮助，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不断提

高，并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构建真正地、适合学

生全面发展的学习以及综合评价体系，使得学生的

各方面素养都得到全面的提高，也使得学校的教育

体系能够更加的完善，对于学生的认知与教育更加

的深刻，促进学校教育的长远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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