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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小学数学“教-学-评”一致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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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颁布与实施，对小学数学课程育人目标提出了新

要求。“教-学-评”一致性已经逐渐成为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不仅强化了教学活动、学习过

程和评价标准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有效避免了课堂实施的“落差”问题，确保了教学环节的连贯性和

整体性，从而增强了教学、学习和评价三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性。为了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更好地落实“教-学-
评”一致性教学理念，从创新教学设计、优化学习过程、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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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The consistency of "teaching learning evalu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concept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It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ctivities, learning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but also effectively avoids the problem of "gap" in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ensures the coher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enhances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consistent 
teaching concept of "teaching learning evalu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this study explores 
from three aspects: innovative teaching design, optimized learning process, and improve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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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教-学
-评”一致性。[1]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

版）》（下文简称 2022 版新课标）中细化了评价与

考试命题建议，注重实现“教-学-评”一致性，并增

加教学与评价的案例[2]，体现了对教学评价的关注。

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实施“教-学-评”一致性理念，要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注重老师的“教”、学生的“学”

与教学评价三者的统一。其中“教”是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为目标，根据学生

的具体情况科学有效的设计教学活动。“学”是学生

在老师的引领下，围绕教学目标开展的学习活动后，

从而获得知识、技能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过

程。“评”是指教师依据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情况及学习结果进行综合性

评价。为促进“教-学-评”一致性理念的实施，教师

需要细致研读新课标，把握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教学

流程，从而实现“教学”、“学习”、“评价”三者

之间的高度一致性。 
1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教学设计创新 
从“教-学-评”三大基本要素关系看，它们形成

了一个统一的三维系统。其中，“教学”尊定了“学

习”和“评价”的基础，“学习”是“教学”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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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中心环节，“评价”则起到了将“教学”与“学

习”紧密联系起来的作用。因此老师首先要做好“教”

的优化，把握好教学内容主线与相应的核心素养发

展之间的关联，不仅是创新教学设计的前提，也为教

学评一致性尊定了基础。 
1.1 教学目标的“标准化” 
新课标中强调小学数学教学要确立以核心素养

为导向的课程目标。教学目标是整个标准化教学设

计的向导,会影响教学设计的具体流程和方法选择，

要使学生通过数学学习，逐步构建适应未来社会发

展和个人成长所需要的关键素养[3]。为此，教师设计

标准化教学目标时要依据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以

学生为本，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不仅要求学生理解、

掌握数学的基础知识与技能，更要注重学生的数学

思想的形成。教师要深入解读课标和教材，理解教材

例题及正文的编写意图，准确把握例题中的知识点、

能力点、数学思想和情感态度等教育因素，再结合学

生学情设计教学目标。例如，人教版四年级上册“平

行与垂直”该内容蕴含空间观念、逻辑推理、几何直

观等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空间观念、几何直观、符号

意识。可以设计出如下的教学目标：1.初步理解平行

与垂直是两条线的位置关系，初步认识平行线与垂

线。2.操作、观察、想象、比较、归纳等学习活动，

体验概念的抽象过程，发展空间观。3.感受平行与垂

直在生活中的应用，体验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由此，教师在构建标准化教

学目标的过程中，应重视教学方法的合理性和教学

步骤的逻辑性，同时要注重核心素养的培养贯穿每

个环节。 
1.2 单元教学的“整体性” 
小学数学教材以单元主题划分知识点，单元下

的各部分的知识内容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关联。2022
版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重视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改变过于注重以课时为单位的教学设计，推进单

元整体教学设计。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作为一种常态

化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改善分课时教学导致的碎片

化学习现象，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系统化。[4]教师在

创新教学设计时以核心素养为基准，从单元整体设

计出发，用整体观思想对教学内容更好的掌握，从整

体考虑学生学情和认知规律，从而设计教学活动。实

施课时教学后通过整体评价，优化规范教学方案，从

而有助于学生系统性学习。基于此，教师应从数学教

材的单元知识点开始，探究其数学文化和知识特点，

并探究本单元在教材中的地位，同时，结合 2022 版

新课标的要求，明确教学要求和核心素养的培养方

向，了解学生的当前知识水平和未来学习需求，从而

构建完整的单元教学体系。 
1.3 课程内容的“跨学科性”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学科界限，

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

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联系。[5]通过跨学科

的数学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跨学科的思考者和行

动者，是核心素养导向数学教育转型的目标。[6]在小

学数学中融入跨学科活动设计，不仅能够深化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且提高对其他学科的

思维认知，教师应当结合数学教学的特点，从横向、

纵向、跨级以及资源整合这几个方面进行多学科建

构，[7]从而促进小学生跨学科综合核心素质的全面

发展。如学习“米”这一数学概念时，为了培养学生

的量感、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综合发展，教师可以融

合科学、体育、信息技术等学科进行跨学科主题活

动。如活动 1.以小组为单位从生活环境中，选择一

种物品进行长度测量。活动 2.融合体育学科，挑战 1
米距离的跳远，让学生通过身体运动，感受 1 米的

长度。活动 3.融入美术学科，通过绘画或手工活动，

让学生是用米尺进行测量和创作，比如绘制一个以

米为单位的图案。活动 4.融入信息技术，利用计算

机软件进行虚拟测量，让学生了解数字测量工具的

使用。从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仅巩固了数学知

识，更是学会了用数学的眼光观察、思考、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 

2 优化探究性学习过程 
探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问题为

突破口，以活动为主线，经历观察思考、动手实践、

分析探索、表达交流等过程。[8]2022 版新课标强调，

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的学习。“学习”是“教-学-评”一

致性的中心，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兴趣

以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来确定教学方法、教学活动

从而实现教学流程的优化，帮助学生完成学习探索

和研究。 
2.1 课前有效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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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有效自学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有利于

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预先接触和初步理解即将学习

的内容，为课堂上的深入学习做好准备。建议教师采

用设置活动单、发布导学案等方式，鼓励学生完成课

前任务。如人教版五年级上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为例，教师课前可以设计如下活动，活动 1：用自己

的方式把一个长方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活动 2：摆

一摆，长方形的长与宽跟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有何关

系。活动 3：通过数方格的方式比较长方形和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小组讨论或向老

师、家长求助，完成该预习任务，从而学习新内容时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 课上小组探究 
2022 年新课标中提出，学生应该是一个主动的

过程，认真听讲、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等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在新课标的指

导下，教师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组间同质，组内异

质”[9]的标准去建立学习小组，同时教师需要设置有

价值的问题遵循探究性、趣味性、生活性的原则，确

保每个学生都进行探究思考，学生在小组学习过程

中，互帮互助、相互激发思考，共同探讨并解决遇到

的难题，从而实现知识的共享。这一过程不仅唤醒学

生的内驱动力，也加强班级组员的团结协作精神，让

数学课堂更加有序和高效。为实现“教-学-评”一体

化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为例，教师通过创设生活化问题情境，如我们学校的

教学楼前面需要建两个不同形状的花坛（课件出示

情景图，两个花坛一个是长方形，一个是平行四边

形），需要你们区分出哪种形状的花坛面积更大。教

师鼓励小组成员之间进行讨论，用数方格或裁剪的

方式对比出哪种图形的花坛的面积更大。创设这种

具有生活性、探究性、趣味性的活动，有利于学生构

建知识体系。 
2.3 课后扩展巩固 
课后拓展和练习是学生掌握数学知识与技能的

重要步骤，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扩展。课后的延伸

练习应与课上的学习结合，以帮助学生构建新的知

识体系和情感体验。在课后学习阶段，教师可以将游

戏化元素融入作业中，以此激发作业的活力，增强其

实践性、趣味性和多样性。[10]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

程中，不仅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提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此为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塑造和提

升提供了推动力。例如以人教版一年级上册“认识图

形”为例，认识图形对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和几何观

念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这一

知识点，教师可以运用游戏化的教育理念，设置多元

化的作业。如 1 图形创意画：教师鼓励学生运动各

种几何图形创作一幅画。2 图形的分类游戏：要求学

生根据图形的特征进行分类。通过游戏活动，学生可

以探索图形之间的联系，从而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数学素养。 
3 完善多元的评价体系 
新课标提出教师要探索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改进

教学的评价，让评价不仅关注学生学习结果，还要重

视学习过程的各个环节以此激励学生持续学习的动

力。在小学数学“教-学-评”一体化中，评价渗透于

教学和学习的每个环节，使得数学课堂成为教师与

学生共同进步的平台。评价不仅具有激励性、发展

性、全面性的特点，还能体现出新时代教育的育人功

能，同时也能够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反馈信息。 
3.1 丰富评价方式 
“教学评价具有赋能效应”。[11]2022 年版新课

标在“评价建议”部分明确提出要丰富评价方式，以

评促学、以评促教，发挥评价育人的导向作用。教师

采用多样的评价方式不仅能掌握学生的成长而且有

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评价方式是实现教学目标的

“小助手”，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应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进行综合性评价。目前常见的是成长档案袋、

行为观察、课外活动参与等，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教师要巧用信息技术，如系统记录学生的文化基

础、作品展示合作情况等数据分类归纳生成统计报

告，增强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准确性，从而高效完成

教学目标，尤其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的目标。因

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评价观念，采用多种评价方

式，增强评价的反馈效果，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 
3.2 多元评价主体 
多元评价主体应包括教师、学生、家长等多个主

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是评价主体，同样学生也是

评价的主体。学生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和学生互相评

价两个方面。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评价意识，

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评价活动的时，也引导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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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我评价。以人教版五年级下册《分数的加法和减

法》为例，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检查同分

母分数连加、连减的列算式是否规范、运算顺序计算

方法是否正确等，并在课堂结束时，尝试让学生回答

“通过本节课我学到了什么？”、“课后我打算如何

巩固学习？”等问题，以帮助学生明确知道自己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有利于学生改进和调整学习计划。同

样也要重视同伴之间的评价和家长的评价，通过不

同主体之间的评价交流，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真实

性，从而实现评价功能的最大化，提高教学质量。 
3.3 多元内容评价 
有研究指出通过课堂观察发现，教师的评价语

言匮乏，评价内容缺乏深度与广度，偏重对知识简单

的是非判断，忽视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12]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方式至关重要，不

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关系到学生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教师要丰富自己的评价语

言体系，拓宽评价内容，从而更好的实施教学效果。

多元内容评价不只是在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考试成绩

等显性方面，而且延伸到学习态度、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等过程性方面。新课标中强调对学生数学学习的

综合评价，在评价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更重视评价学

生的学习态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方面，教师要认

识到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合理评价激发学生强

大内驱力，鼓励学生不断发展和进步，如面对六年级

的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错误时，教师要考虑该阶段的

学生正进入青春期，自尊心较强，因此评价用语可以

是“你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学习中非常重要的

一步，虽然与正确答案还差些距离，但你的思考过程

很有创意，以及敢于尝试的态度是在座每一位同学

都需要学习的。”像这样的评价不仅可以关注到学生

回答的正确性也可以关注其回答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等方面。 
在 2022 版新课标强调了“教-学-评”一致性的

重要性，明确提出将评价贯穿数学课程教与学的全

过程，做到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作用。实施“教-学
-评”一致性理念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主要趋势，

为了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质量并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需要从教师的教学目标、学生的学习过程和

课堂评价体系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和优化，从而

确立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推进小学数学课

程改革，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在课堂上实施

“教-学-评”一体化，能够确保教学流程的连贯性、

完整性、高效率，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宽广的自主学习

空间和探索机会，增强学生数学素养的全面提升，使

小学数学课堂更加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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