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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剑锋 培训学科：小学语文 日期：2024 年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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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目标的设定与达成

小学语文 10位学科专家分小组现场观看了学员的常态课例，仔

细阅读了学员的教学设计，客观、公正地进行了诊断和评价，撰写了

问题诊断环节的专家诊断报告。

我研读了 10位学科专家的诊断报告后很受感动：每篇报告写得

很详实，实事求是，思路清晰，具有指导意义。这说明我们每个人都

很用心，很敬业，也很务实。今年小学语文研修的主题仍是围绕“教

学目标”而展开，落实到“设定与达成”，即从教学目标入手，以目

标为导向，以问题为抓手，让学生在课堂上展开真正的学习，使核心

素养落实落细。

下面我按照“存在问题、原因分析、改进建议”的思路，对课例

进行梳理与反思，与大家的研讨与交流。

一、教学目标设定宽泛，表述不规范、不准确。

教学目标是教师选择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方法，评价教学效果的

依据，也是实现语文教学高效率、高质量的前提。

我们以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搭船的鸟》为例，分析学员课例对

教学目标的设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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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受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美妙境界，培养学生亲近自然、热爱

自然的美好情感。

2.会认本课“父、鹦”等 4 个字，会写“搭、亲”等 13 个字，

认识多音字“啦”，理解相应的词语。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品读对翠鸟的外形和捕

鱼姿态、动作的描述，学会作者仔细观察、抓住特点的方法。

4.体会翠鸟的可爱、活泼，以及“我”对翠鸟的喜爱之情，感受

与大自然的和谐美好。

当看到这样的教学目标时，我真是感觉到教研工作的任重而道远。

多年来，我一直与老师们交流时强调，只有目标明确课堂才能有效，

才能真正落实“一课一得”。那么，我们备课时如何才能正确的设定

文本的教学目标呢？

首先，我们要想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

从“核心素养”“总目标”“学段要求”等方面去对照文本内容。由于

统编教材是按照课标学段要求来编排的，所以我们对课标中学段要求

的分析暂可省略。重点来看教材助学系统，在本单元的导读页“语文

要素（阅读）”中指出“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说明

“留心观察”“怎样观察”是本单元的主要教学目标。再者，统编教

材编排时，3-6 年级专门设立了习作单元，本单元就是其中之一，它

不同于普通的阅读单元。从单元特点上说，它以学习习作方法为主，

读只是学习写的手段。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要遵循从读到写，读写结

合。再者，对课文的朗读、学习生字词是需要学生必须过的关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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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还要加上“生字词学习”这一辅助性教学目标。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来 3 点教学目标，其中“留心观察”“怎

样观察”本身就是互为一体的，所以本单元教学目标可设定为 2个基

本点，可概括为“生字词学习”“体会作者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我们对照学员课例的教学目标会发现：4 点教学目标中只有第 2条、

第 3条才与本单元的要求基本相匹配。

其次，我们要去研读《搭船的鸟》这篇课文，去寻找教学目标设

定与达成的支架或抓手。教学目标 1：“生字词学习”——课文中有

会认的字、会写的字、多音字、课后的词语表等，这一切都需要学生

去完成学习，而不再是教师手把手的教。因为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

初步的自学能力，所以我们在教学目标表述的时候，要突出学生的学，

可表述为：认识“父、鹦”等 4 个生字，会写“搭、亲”等 12个字，

读准多音字“啦”，会写“母亲、外祖父”等 11个词语。

教学目标 2：“体会作者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我们先去

看课后题，第 1题是对文本的整体梳理，我们沿着这道题的思路去研

读课文，会发现第 2 段、第 4段基本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说明我们

学习的支架或抓手就应该在这两个段落。第2题是以第4自然段为例，

让学生学习如何细致的观察与描写的，所以第 4段更是重中之重。因

此，我们在教学目标表述的时候，要结合这两个自然段，可表述为：

朗读课文，通过描写翠鸟的语句，了解“我”对翠鸟外形、动作的细

致观察，初步体会留心观察的好处。

这便是我们设定的本课的教学目标，由于课时时间限制，一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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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课时完成，所以我们还要细化成课时目标，以确保教学目标最后

的完全达成，否则就会出现目标混乱、偏离文本的现象。

上述的具体分析就是从“课标目标——单元目标——课文目标—

—课时目标”的基本设定思考途径，因此我们说教学目标设定要具体、

可操作、可检测，这样的课堂才有效、更高效。

二、教学目标达成与课堂环节设计不对应，随意性大。

在本次学员的现场讲课和教学设计中，我隐约感到大家把目光多

是聚焦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少有人关注教学目标是如何达成的。根

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语文教学要以问题

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来完成和教学目标相对应的教学活动。如果

教学目标的设定与达成相脱节，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仍旧走不出少慢

差费的怪圈。

我们仍以《搭船的鸟》所听现场课为例，这节课的基本思路如下：

①新课导入（关注单元导读页）、②引入课题（用翠鸟图片说话）、③

学习第 2 自然段（关注翠鸟外形）、④学习延展（用小狗图片仿写说

话）、⑤自读第 1自然段（整体感悟，完成板书）、⑥作业设计（写一

个小动物的动作）。

我们根据上面的教学目标设定来做具体分析：课后我询问了执教

老师课时划分，老师说是第 2课时。现在问题就出现了，本课需用 2

课时完成，所讲的是第 2 课时，那么第 1 课时都安排了什么内容呢？

据老师说，第 1课时完成了生字词学习和文本的整体梳理，也就是说

完成了教学目标 1和教学目标 2中所包含课后第 1 题的要求。这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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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本节课课堂环节和教学目标不对应的现象。

环节①——新课导入，很明显是第 1课时的内容，不适宜用在第

2课时。环节②——引入课题，很显然是在复习巩固翠鸟外形的语句，

可以放在第 2 课时。环节③——学习第 2段，就与环节②发生了矛盾，

只有在第 1课时学习过此段后，在第 2 课时才能做复习，这前后的关

联有逻辑关系。环节④——学习延展是承接着环节③而来，本来这样

的设计内容挺好的，但是老师用填空题形式仿写，就限制了学生的观

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此内容就窄化为填写描写颜色的词语，失去了

作者观察的整体美。环节⑤——自读第 1 段，更是第 1 课时的内容。

环节⑥——作业设计（小练笔）又是仿照第 4自然段的运用，由于第

4自然段还没有具体学习，所以作业设计无疑是拔高了要求。况且老

师说还可以上第 3课时，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

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关键，上好课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关键。在语文

教学的课堂上聚焦核心内容、优化问题设计、注重迁移运用、培养思

维能力，才能有效达成教学目标，我们不能把大量的课时浪费到无效

的教学环节之中。

我认为：本课的第 1 课时应该和普通阅读课差不多，完成字词目

标、读好课文、利用课后第 1题梳理文本、重点读好第 2自然段（初

步体会细致观察）。而第 2 课时的环节设计则要体现由读到写、读写

结合的理念，可以第 4自然段为例，让学生感受翠鸟捕鱼时动作的敏

捷，以及作者用词的准确，体会观察的细致和留心观察的好处。环节

设计可采用“读—说—写—评—改”的方式来完成，这其中可以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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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初试身手、修改中习作例文的运用、交流平台的思考等。我们一定

要把这节课上成一节习作表达课，落实到写才是正道，读只是达成目

标的手段而已。

三、课例设计仍多局限于文本内容，核心素养关注甚少。

反观学员课例，我们不难发现，教师在设计课例的时候，首先考

虑的是如何讲好这篇课文的内容，而不是如何让学生学会运用课文中

蕴含的语文要素。

例如，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黄山奇石》，本课语言优美，很适

宜文本的朗读玩味。针对这一点，学员在备课时也知道在课堂上要好

好的指导学生朗读。因为这点教学目标是显性的，是易于师生接受的。

鉴于此，老师的课堂设计就会围绕文本的内容而展开，因为朗读指导

要依托文本内容。这样大家就又回到了讲课文的老路上来，即抓住课

文“仙桃石”“猴子观海”“仙人指路”“金鸡叫天都”等段落，讲一

讲每段中描写的奇石，读一读这些描写黄山奇石的句子。

由于现行统编教材是双线组元结构，每个单元中的语文要素也是

重点学习的主要内容。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经验，

了解词句的意思”，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学生核心素养的生长点

就在于此。作为老师，我们要明白这是对一年级下册“联系上下文，

了解词语的意思”这一训练点的巩固与提升。作为学生要通过《黄山

奇石》这篇课文，让学生以“陡峭”为示例，对这一方法进行具体学

习，并在语文园地“字词句运用”第二题中加以运用。这样学生学习

后再迁移应用到其他文本的理解中，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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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我们语文课真正要培养的语文核心素养，这也是课堂生成的出

彩点，同时也正是我们目前语文教学中的短板。

以上只是我汇总时的思考，难免存在有失偏颇之处。众人拾柴火

焰高。还望各位民权小语同仁一道继续努力，潜心钻研，以送课下乡

为依托，正确指引全县小学语文教师快速提升授课能力与教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