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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治英 培训学科： 语文 日期： 11月 27 日

专 家 诊 断 报 告

（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每个学员在课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
次“示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研修主题： 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初中语文学习任务设计能力提升

4节诊断课+12节教学设计

4节诊断课：石卓 王晴 付静 陈孝宏

12节教学设计 ：逯艳 胡松波 张惠丽 刘敏 柳任红 安新慧 耿丹娜 张雪芹

杨萌萌 胡敬萍 孙艳果 管艳蕊

问题诊断：

一、石卓《诫子书》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课堂教学：

存在问题： 1.对诸葛亮关注太多，太过于注重文本的情感教育价值，忽略了核心

教学价值；2.文言的学习仅局限于重点字词的解释、课文的翻译；3.虽有学生自主、

合作学习的活动，但因所给时间不充足，导致形式大于内容。

建议：1.依据教材中本单元、本课助学系统（单元导语，课前预习、课后思考探究

题目），准确把握本课核心教学价值并依此展开教学；2.文言的学习重点，不只是

会翻译，而是让学生学会积累、整理实词、虚词、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

一词多义等文言现象，并养成习惯。

二、王晴《昆明的雨》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课堂教学：

存在问题：1.教学目标定位不恰当，不是本课核心教学价值点；2.问题的设计零碎，

不具层次性、逻辑性；3.小组讨论形式化，问题的解决缺少学生参与的文本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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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依据教材中本单元、本课助学系统（单元导语，课前预习、课后思考探究

题目），准确把握本课核心教学价值，着重从本课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确定目标，

即怎么写的和为什么这样写的；2.围绕目标，聚焦相关教学内容，设计主问题；3.

文本分析要切实结合课文语言展开，切忌贴标签。

三、付静《猫》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课堂教学：

存在问题：1.关注到了活动·探究单元的任务单，但课堂教学中没有依照任务落实；

2.重视文本内容，忽略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3.教学方法的采用欠妥，如要求朗读

时思考，学生黑板书写猫的档案。

建议：1.教材安排本单元的教学重点，依靠静态的阅读不能达成目标，借助教材编

写的任务单更具实效；2.教学目标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重点关注文章怎么写的和

为什么这样写的；3.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的不同，采取合宜的教学方法。

四、陈孝红《猫》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课堂教学：

存在问题：1.两课时教学重点都只是课文本身内容；2.学生学习主体性地位几乎被

忽略，没有学习活动。

建议：1.需要转变理念：课文只是例子，语文的学习，要教课文承载的语文知识、

能力点；2.需要转变理念：学习是学生要做的事，老师不能全然代替。

五、逯艳《背影》： 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1.从对单元主题“本单元为写人叙事的散文为主题”的描述看，单元主题

的把握不准确；2.教学目标“学习描写人物的方法。仔细揣摩文中各种描写手法的

表达作用。 ”设定不恰当。虽然需要通过父亲和“我”的言行举止等细节描写感悟父

子情深，但“描写人物的方法及其作用”不是本课的核心教学目标；3.没有学生活动，

看不到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4.没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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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教学目标的设定要指向核心素养要求。《背影》，典型的写人记事散文。

教材分配这篇文章的核心素养点有四：一是叙事手法，选取背影，展现父子情深。

角度独特，构思精巧，这是这篇散文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作者表达感情的

方式：直接的方式表现父爱子，含蓄深沉，一以贯之，间接的方式表现子爱父，

因为不够成熟并不断变得成熟而常有变化，这种写法值得借鉴；三是语言朴素而

醇厚；四是以篇知类，通过此文学习写人记事散文的阅读策略。教学目标可从这

几个方面设定，分课时开展教学。2.设计有思维空间的主问题，安排学生参与度高

的学习活动；3.以检测和点评的方式开展及时评价。

六、胡松波 《背影》： 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1.从内容解读“通过描写父亲的‘背影’来歌颂父亲，从不同的角度去赞美

爱，把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对文章主旨的把握有偏差，

导致课堂教学重点不恰当。2.设定了两个教学目标，但教学实施过程中，第二个目

标没体现。3.教学过程中，问题的设计既有针对具体段落感受父爱的内容，又有人

物描写方法的学习，内容不聚焦；4.没有学习活动，看不到学生参与学习的情况；

5.虽设计了评价任务，但没有落实。

建议: 1.请把握散文“重在有‘我’”的文体特征，从而正确理解本篇散文的主旨，本文

不只是要展现父亲对儿子的爱，最主要的是要表达“我”的复杂情感。2.教学目标的

设定要指向核心素养要求。《背影》，典型的写人记事散文。教材分配这篇文章

的核心素养点有四：一是叙事手法，选取背影，展现父子情深。角度独特，构思

精巧，这是这篇散文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作者表达感情的方式：直接的方

式表现父爱子，含蓄深沉，一以贯之，间接的方式表现子爱父，因为不够成熟并

不断变得成熟而常有变化，这种写法值得借鉴；三是语言朴素而醇厚；四是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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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类，通过此文学习写人记事散文的阅读策略。教学目标可从这几个方面设定，

分课时开展教学。本设计的教学目标仍可留用，但教学内容的选择要聚焦且有针

对性。3.依据评价任务，设定评价标准开展评价。

七、张惠丽 《背影》： 和胡松波教学设计雷同，所以，同样建议

存在问题：1.从内容解读“通过描写父亲的‘背影’来歌颂父亲，从不同的角度去赞美

爱，把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对文章主旨的把握有偏差，

导致课堂教学重点不恰当。2.设定了两个教学目标，但教学实施过程中，第二个目

标没体现。3.教学过程中，问题的设计既有针对具体段落感受父爱的内容，又有人

物描写方法的学习，内容不聚焦；4.没有学习活动，看不到学生参与学习的情况；

5.虽设计了评价任务，但没有落实。

建议: 1.请把握散文“重在有‘我’”的文体特征，从而正确理解本篇散文的主旨，本文

不只是要展现父亲对儿子的爱，最主要的是要表达“我”的复杂情感。2.教学目标的

设定要指向核心素养要求。《背影》，典型的写人记事散文。教材分配这篇文章

的核心素养点有四：一是叙事手法，选取背影，展现父子情深。角度独特，构思

精巧，这是这篇散文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作者表达感情的方式：直接的方

式表现父爱子，含蓄深沉，一以贯之，间接的方式表现子爱父，因为不够成熟并

不断变得成熟而常有变化，这种写法值得借鉴；三是语言朴素而醇厚；四是以篇

知类，通过此文学习写人记事散文的阅读策略。教学目标可从这几个方面设定，

分课时开展教学。本设计的教学目标仍可留用，但教学内容的选择要聚焦且有针

对性。3.依据评价任务，设定评价标准开展评价。

八、刘敏 《诫子书》：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1.教学目标设定不当，仍拘泥于 2022 年修订前的三维目标框架，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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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地转向核心素养目标的导向。2.文言文教学重点把握不恰当。3.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不合理，（一）导入（10 分钟）、（二）知识讲解（10 分钟）、（六）

拓展延伸（10分钟）指向均不是教学重点，耗时长，没必要。

建议:1.目标表述改为核心素养目标，核心素养目标的四个方面也不用单列.2.文言

文的学习重点有三：一是文言，不只是会翻译，而是学会积累、整理实词、虚词、

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等文言现象；二是文章，即谋篇布局的

章法、炼字炼句的艺术，如本文逻辑谨严的行文思路；三是文化，记载着典章制

度、天文地理、民俗风情等具体文化内容，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如

本文的修身治学之道。教学目标可依据这三点设定。3.七年级，重在学习一般的语

文能力，淡化文体知识教学，所以，不用把本文当做议论文来教学，可以依照单

元目标要求，紧扣关键词语“学”“静””“志”“才”梳理各句之间的关系，理解其内在联

系，把握行文思路。4.文言文的学习，学生的自主、合作学习还要加强。

九、柳任红 《诫子书》：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1.目标不够恰当，表述还停留在 2022 年修订之前的三维目标上。2.目

标导学二对文言的学习有偏差。3. 目标导学三不能达成能力目标。

建议: 1.目标表述改为核心素养目标，核心素养目标的四个方面也不用单列。2.

文言文的学习重点有三：一是文言，不只是会翻译，而是积累实词、虚词、古今

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等文言现象；二是文章，即谋篇布局的章法、

炼字炼句的艺术，如本文逻辑谨严的行文思路；三是文化，记载着典章制度、天

文地理、民俗风情等具体文化内容，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如本文的

修身治学之道。教学目标可依据这三点设定。 3. 在目标导学二中，应强化文言现

象的积累与习惯养成，确保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并运用所学文言知识。4. 目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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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三的设计应紧扣关键词语“学”“静”“志”“才”，通过设计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引导

学生深入理解各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把握文章的行文思路。5. 应进一步加强

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的自主性和合作性，鼓励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方

式，提升文言文阅读和理解的能力。

十、安新慧 《猫》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本教学设计精心梳理了《猫》这一文本的详细内容，旨在通过这一过程，将学习

目标精准定位于掌握清晰梳理文章内容的有效方法。同时，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与内容均紧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确保教学活动能够切实服务于既定目标。而

对《我的白鸽》文章内容的梳理，则被视为对上述学习方法的再次实践与强化训

练，旨在通过实际操作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建议: 1.可以将提炼的四条阅读方法，巧妙地融入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中，以确保学

生能够在实践中熟练掌握这些阅读技巧。2.可通过评价量表等方式检测目标达成情

况。

十一、耿丹娜 《怀疑与学问》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1.目标“分析材料和观点的联系”未见落实；2.教学过程中思考问题较为

零散；3.没有学习活动，没有评价任务。

建议：1.要根据目标，选择相应的内容达成目标；2.要有整体设计意识，如从全文

角度思考论证思路，如“合作探究”内容可以与“整体感知”整合一起，如设计主问题。

十二、张雪芹 《怀疑与学问》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设定五个教学目标，但课堂实施好像单是对道理论据的学习。而且，

不结合语境学习某一个论证方法，价值不大。

建议: 论证方法的学习，要放在语境里，通过探究它和观点的联系，体会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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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杨萌萌 《怀疑与学问》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1.目标“学会区分观点与材料”未见明确落实；2.作者对“怀疑”精神的重

视不是学习重点，且通过赏析关键语句，进一步体会作者对“怀疑”精神的重视，方

式也不妥，认为“点明主旨，升华情感”更不符合议论性文章的文体特征。

建议:教给学生辨别观点和材料的方法，落实目标“学会区分观点与材料”。

十四、胡敬萍 《怀疑与学问》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能围绕目标的达成设计教学内容，但论证过程是逐段梳理，论证方法

的学习没有结合语境，问题散点化、零碎化，导致所学割裂、不系统。

建议：环节的安排和问题的设计都要有整体意识，要清楚每个环节、每个问题指

向哪个目标、解决哪个问题，解决同一目标的问题整合在一起，设计主问题，如

（四）（五）（六）环节是对论点和论证思路的探究，可以整合一起，可以通过

研读标题和承上启下的关键句，我梳理出文章的论证结构；论证方法的学习，要

放在语境里，通过探究它和观点的联系，体会它的作用。

十五、孙艳果 《怀疑与学问》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教学过程的表述惜墨如金，有简单的流程，没有过程与方法；语言探

究的问题设计浅表化，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建议：可设计具有四维空间相对开放的话题代替问题，如对语言的探究话题设计：

大家再读一读最后一段，想一想，你从文中的哪些词语读出了作者的逻辑性？

十六、管艳蕊《怀疑与学问》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主题看教学设计：

存在问题：只有简单的流程，没看到达成目标的过程与方法，没有教师的教学活

动，由“讨论”可看出学生的学习活动。

建议：小组讨论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1.问题有讨论的价值；2。须在自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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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对困惑、未能独自解决的问题才开展讨论。否则，只是流于形式。

共性问题：1.从教学设计看，老师们对“教学评一体化”的认知和理解不够，教与学

割裂，没有评价。2.大多不能围绕核心素养设置目标，太过于关注文本内容解析，

教课文而不是把课文当做例子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3.课堂教学问题细碎，缺少整

合，导致学生对所学没有一个整体的深入的理解，费时且低效。4. 课堂教学大多

没有学生的学习活动，学生在被动的接受老师贴标签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