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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向教学设计“目标先
行、评价优先”理念与“三步骤”基
本设计程序，笔者以《中华文化
根》一课为例进行教学设计，以提
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负担，促进
学生思维进阶。

研读课标
确定预期效果

《中华文化根》一课是部编人
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
三单元第五课《守望精神家园》第
一框《延续文化血脉》的第一目。

（一）对应课程标准
本课对应的课程标准是思想

品德课程标准（2011 版）“我与国
家和社会”第二部分“认识国情，
爱我中华”中的“学习和了解中华
文化传统，增强与世界文明交流、
对话的意识”；“了解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尊重不同的文化和
习俗，以平等的态度与其他民族
和国家的人民友好交往”。

（二）了解单元地位
九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教

材围绕“中国梦”主题展开，一到
四单元主要内容分别是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和生态文明建
设、社会建设。《中华文化根》属于
第三单元文化建设的学习内容；
同时九下第二单元中国与世界

“紧相连”和“共发展”中主张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兼容并蓄；九下第
三单元立足“中国梦”，青少年该
承担的责任也与之相关联。

（三）明确课时目标
基于对课程标准的研读和对

教材的分析，从学习目标达成的
行为条件出发，确定明确、可操作
的目标如下：

目标一：通过视频观看，列举
中华文化的内容，归纳中华文化
的形成和品质；

目标二：通过观看视频及合
作探究，能分析中华文化的地位
和作用，能体会文化力量，增强文
化自信。

目标三：通过材料阅读，能分
析问题；通过动手设计海报，能自
觉传承中华文化。

目标一、二、三的行为动词分
别是“观看”“观看和探究”“阅读
和设计”，达到的行为程度分别是

“列举、归纳”（体现知识和技能的
教学目标）；“分析、体会”（既达
到“分析”的能力目标，又达到“体
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分
析和传承”（既达到“分析”的能力
目标，也传承着“增强文化自信”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三个目
标与三维目标有机结合，同时操
作性更强，为评价任务的确定和
教学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学情出发
确定评估证据

评价设计先于教学设计，使
得评价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成
为评判教学效果的工具。

根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和九
年级学生的文化修养、认知能力
及不同学生层次，我们将学生的
掌握程度划分为四个水平。评价
量规如下（上表）：

水平 1对应学习目标一，于
绝大多数同学而言可自学完成，
难度不大；

水平 2对应学习目标二，评
价所包含的知识点有稍许难度，
需要借助合适的情境加以引导；

水平 3对应学习目标三，评
价所包含的知识点比较隐蔽，对
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

水平 1.2.3 属于教学活动的
表现性评价；水平4是教学活动
结束后的终结性评价。

水平量规的出现成为教师评
价教学效果的有利依据，其目的
在于帮助低水平同学上升到更高
的水平。

依据证据
制定教学策略

（一）为水平1的学生创设合
适情境

水平1的同学对中华文化的
认知仅停留在感性及简单概括的
知识层面。根据学习目标，选择学
生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文
化知识或者事物，同时注重挖掘
中华文化深层资源信息，帮助学
生搭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的平台。

本节课中，可以试着播放
简述“筷子”的视频，筷子的历
史、筷子的古称“箸”等来感受
文化的形成，文化对中国人生
活、饮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
联系生活实际，列举更多的文
化事物并能阐述其影响，再进
行归纳，学生更容易理解，自然
效果会好很多。

（二）为水平2的学生进行学
法指导

水平2的学生对文化有比较
初步的理性认识，却不知其背后
的道理，或无法将文化的重要性
和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怎样
坚定文化自信建立联系。在学习
活动中，对学生需完成的学习任
务进行学法指导是可以尝试的方
法之一。在课堂上，出示导学单：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
药工作的重要指示，江苏省将每
年10月定为中医药宣传月。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
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其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
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
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
的广泛认可。

结合材料，请运用所学知识，
谈谈我国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原
因。

具体有如下步骤：

1.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
指导学生勾画问题和材料中的关
键字词，获取有效信息。材料中习
近平总书记（党对中医药事业的
高度重视）；瑰宝（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作用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
贡献）；受到许多国家民众的广泛
认可（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
极影响）等词就是关键字词。

2.独立思考，规范书写：学生
独立完成第一步，科学规范地写
在导学单中。

3.小组交流，代表分享：集集
体之力量，将大家的意见在课内
分享。

4.修改补充，完善提升：针对
自己的不足之处，完善导学单。

通过学法指导，学生建立了
水平 2与水平 3之间的联系，了
解之所以坚定文化自信是因为文
化的价值和意义。既掌握了学习
方法，又树立了文化意识。同此方
法，也可解决“怎样坚定文化自
信”这一问题。

（三）为所有水平层次学生留
白

水平4是课堂终结性评价，
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利用留白艺
术，给学生提供思考的支点，更有
意有尽而韵无穷的效果。

制作手抄报这一作业具有一
定的开放性和实践性，能满足不
同水平学生的需要，激发他们主
动了解中华文化、探索文化奥秘
的热情。让学生毫无压力地享受
自创作业的乐趣，延续文化血脉，
坚定文化自信。

逆向教学设计，实现“教-
学-评”一致性，极大程度地避免
教学活动的随意性。在“双减”政
策的背景下，值得深入研究。

逆向教学设计 开辟减负提质新路径
——以《中华文化根》为例

宁波市惠贞书院 许行行

2021 年是教育改革年，“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课堂教学，进一步聚焦学

科核心素养，注重提升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负担。美国教育测评学者格兰

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在《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一书中提出“逆向教

学设计”理念，指教师在教学活动前，先明确教学目标，然后考虑评估方案，

最后确定教学设计。这个理念，为我们提供了教学设计的新思路。

水平层级

水平描述

水平1

了解中华文
化的内容、特点、
品质。

水平2

联系生活实际，
列举中华文化，并阐
述其影响（作用、重要
性）。

水平3

1.思考：经典古诗词和散
文等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从
课本中去掉？

（为什么坚定文化自信）
2. 中学生该如何正确对

待优秀传统文化？
（怎样坚定文化自信）

水平4

通过制作海报，
向外国友人介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弘扬中华文化尽一
份力。

一、

二、

三、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教

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文，

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