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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全程备课理论之前，我一直认为，教学目标来自于教参，而相当多的

教参上对每篇课文的教学目标都有详细地阐述，根本无需费心，至于制定的依据

似乎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中。如果教参的目标可以顺利达成，就惊叹与编者的神机

妙算；如若不能顺利达成，就在教学方法上动脑筋，尽最大努力完成教参设定的

课时教学目标。从没尝试自己动手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教学目标。

自从接受全程备课任务后，不仅每一单元要制定单元教学目标，而且要将学

期或单元教学的大目标细化成每一课时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小目标。目标制定通常

有以下四个依据，一是学科教学大纲，二是学科考试纲要，三是教材，四是学情。

前面的三个依据都很明确，容易掌握，最难的把握是第四个依据----学情。因为

学情是丰富的，动态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变。那就意味着课时教学目标的制定

要综合考虑这些稳定的和变化的因素。全程备课理论认为，制定教学目标要从学

生实际出发，依据各层次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将教学目标分为一般性目标和发

展性目标，力求做到目标与学情的统一。合理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兼顾到学生能力

发展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的。下面简单谈一点教学目标制定过程中的体会。

一、不同的年级的学生学习同一篇课文，教学目标不应相同。

以《劝学》这篇课文为例。这篇课文在旧的苏教版高职教材和中职教材中都

选用了。我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综合考虑了如下因素：１、教学大纲和考纲要

求。对高职学生来说，更多的从古文中吸收文化素养，激发阅读古文的兴趣，日

后能读懂浅显的文言文；而中职学生则要在此基础上偏重于字词积累，准确诵读

和翻译课文，以适应日后进一步深造的要求。2、学生的学习动机。相对来说由

于单招考试的压力，选择对口单招的中职学生整体比高职的学生学习自觉性更

高。3、学生的文言文基础（具体包括学生已经掌握的文学常识，及现有的古文

学习习惯及学习兴趣等）。高职学生在二年级上册学习这篇课文，通过前两个学

期的学习已经初步掌握了赏析文言文的一般方法，能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合作学

习。大多数学生主观上不太喜欢古文，背诵习惯不好，死记硬背。中职学生是一

年级刚入学的新生。初中老师不要求学生自己翻译古文，要求根据译文背诵课文，



不要求分析课文特色，部分古诗文只要求背诵名句名段。

据此，我初步确定高职班的两节课的教学目标为：1、了解有关文学常识，

能正确朗读课文。2、能结合注释通顺地翻译课文。3、欣赏荀子高超的论辩艺术，

并结合自身实际谈认识，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其中 1、2 两个目标就是一般目标，是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应达到的，即使学

生实际上做不到，也不能降低要求。第 3个目标就是发展目标，为部分学生制定

的一种带有激励性的教学目标，不要求学生一定要达到，但应激励他们通过努力

达到。

实际的教学效果是，高职班两节课后，61 人中 4人能当堂熟练背诵课文的段

落。随机抽查的几个小组的学生均能流畅翻译课文，但是部分学生仍出现通假字

发音错误，对倒装句、判断句的翻译不够规范。分析其原因，学生一直没有系统

地学习过语法知识，但凭借语感，只要举浅显的例子，学生就能举一反三。据此

教学目标 2，可以适当提高要求，争取当堂背诵课文。利用课后练习，巩固对课

文的理解之后，再检查全班的背诵，76%的学生都能达标。

同样的教学过程在中职班实践后，发现两节课根本无法达成预期的目标。所

有学生基本能正确朗读课文，大致能理解课文大意，但不能流畅翻译，不能辨别

特殊句式，词类活用，没有养成归纳积累的习惯，回答问题畏首畏尾，不敢大胆

发表见解。

据此，我将中职的教学目标调整为：１、能正确朗读课文。积累重要文言字

实词和虚词的意义、用法，及常见文言句式。２、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结合注

释正确翻译课文。３、掌握相关文学常识。4、学会评价作者观点和论证艺术，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据此，在这个班以后的教学中，我就要逐渐补充介绍相关

的语法知识，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促使其改掉依赖教师的习惯。1、2、3

中一般目标可以通过练习等方式，评价达标情况，而自主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好的

学习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以上实践证明，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状况不一

样，教学目标不宜相同。

二、对同一发展阶段不同班级的学生，课时教学目标也存在差异。

我最近在两个平行班级教学李乐薇的散文《我的空中楼阁》，目标的达成情



况相差很大。一个班级有几个性格特别活泼的学生，每次小组讨论非常活跃。我

在得知他们平日有阅读散文的习惯后，就尝试着激励他们反复朗读课文，结合关

键语句，揣摩作者写作的目的，经过几个学生的共同努力，居然概括得全面又准

确，对作者的语言风格也很有见解。所以在第二节课，我就增加了一个比较阅读

的环节，提高发展目标。而另一个班，课堂气氛明显地沉闷很多，我只好改变策

略，按部就班地先指导阅读，设置由浅入深的问题一步步启发，最终地领悟了主

旨。当然，造成这种差异有很多因素，其中不乏偶然因素，但是学生的主流学习

习惯会形成班风，稳定的班风形成了就会影响课堂学习效果。而班风不同还只是

一个小小的因素，由此看来，即使是平行班级，也要因为不同的学情制定相应的

教学目标。

所以说，教师制定教学目标必须以学情的变化为依据。而且我坚信，随着对

学情把握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制定的教学目标会越来越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