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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化学的教学细目规范化使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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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细目作为学生自研、教师授课、诊断分析的统一标准，其作用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如何将学习细目在我校初三化学教学

中有效落地实施，并用数据论证其有效性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包括：如何将化学细目与备课、授课过程更融合；借助细目来命制诊断

试题让教师更省力、学生更快捷的通过试卷看出未掌握好的知识点；学生通过正确和有效的使用细目，使课堂向以学生自主学习转变和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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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进入教学改革后，教学过程由之前的“教

师教授→巩固练习→单元测试”的教学流程，变为：“学生自研

→自主答疑→前诊分析→模块化教学→复习巩固→后测诊断”。

在此过程中，细目作为学生自研、教师授课、诊断分析的统一标准，

其作用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化学细目是根据初中化学课程标准制定的更详细更全面的章

节知识目录。作为新模式下的新生事物，细目出现的意义在于：

给学生提供本章节中需要掌握的知识、达成的能力目标。细目提

供相同的学业标准，既避免由教师个体差距带来的班级分化，又

规避由于教师经验不足带来的偏离中学化学课程标准的风险。结

合细目的命题方式，能够使命题人有意识的诊断出应试学生的个

性化问题且对教学中出现的所有知识点的考查是否有过度重复和

遗漏做到心中有数。而初三化学对细目的使用，严重缺乏具体的

使用规范。

一、研究的理论依据

（一）有效教学的三条 “铁律”

余文森提出的有效教学的三条 “铁律”的第一条铁律就是

先学后教 - 以学定教，强调教师一定要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

行教学。第二条先教后学 - 以教导学。第三条是温故知新 - 学

会了才有兴趣。该理论指出，无论是先教后学还是先学后教，

都要针对学生情况和问题难度情况而定。当问题的难度或学生

的能力使得学生已经能够通过自己阅读教材和自己思考来解决

部分问题的时候，就要先让他们自己去阅读和思考，这时只靠

学生自己读书和思考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教师的教学依然是重

要的。

（二）“前测备课－自主学习－后测评估”复习课教学模式

《“前测备课－自主学习－后测评估”复习课教学模式的构

建与应用》一论文中就提出了细目使用的雏形。通过课前对学生

的测量，教师的评阅、统计和分析，从而准确掌握学生的知识掌

握程度和思维困惑点，在此基础上，准确制定复习课教学目标，

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选择有效教学策略。

通过前测了解学生掌握水平，然后确定授课内容，从而提高

了备课的精准性以及上课的高效性。这一理论为我们的细目指导

教师备课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三）用制定评价细目表的方法科学命制试题

在《用制定评价细目表的方法科学命制初中化学质量评价检

测试题》一文中提出质量评价检测题编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评价

目标不准确，随意性大的现象。性质定位不明确不能真正体现课

标对学习内容的要求。所以利用细目表命制试题有效克服教师命

题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二、研究内容综述

本文所做研究主要研究的问题规范教师和学生对入门化学细

目的使用模式。让教师在备课授课方面，用不一样的教授方式教

出的学生，都必须达到细目提供的相同的学业标准。在命制试题

方面能结合细目，使命题人有意识的诊断出应试学生的个性化问

题等。让学生能够利用细目在自研、复习、知识总结方面找准方向，

自我审查。

三、初三化学细目的使用规范化流程的设计及应用模式探究

（一）初三化学细目的使用规范化流程的设计及分析

通过实践探索以及之前使用细目的失败经验，课题研究小组

成员对师生初三化学细目的使用规范化流程设计如下图所示：

图 1　初三化学细目的使用规范化流程

针对初三学生学习能力，先由教师依据细目和人教版九年级

化学教材的特点，整合了适合学生自主研修的知识点，并提供“自

主学习导引”，引导学生自研，以提高自研效率，在这个环节中，

我们不强求学生必须使用细目自主研修，以减轻学生负担。通过

自研及前测，使用细目自评知识点掌握情况，标记学习重点，便

于学生在新授课中有针对性的学习。通过学习及后测、改错，要

求学生再次使用细目进行标记，记录知识漏洞弥补情况。更准确

地找出并解决个别化问题，并跟进补测及评价。这两次使用细目，

为了让学生更准确的判断自己某一个知识点掌握情况，我们在命

题的时候尽可能地在题目前标记出这道题考察的是与细目对应的

哪个知识点，使学生一看就能轻松做出判断。当然这其中不可避

免的有综合性知识的考察，我们可以不用每道题都对应。同时，

在阶段性复习中，有了细目上的记录，能更有效地提高复习效率，

发挥其价值，使得复习更高效、更有针对性。

（二）教师根据细目进行教学设计

无论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还是实验课、讲授课，

课堂设计都必须是从细目出发确定课堂学习目标，集体备课依据

前测筛查数据确定重难点、个性共性问题和授课方式，以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将本课题或本单元需要讲解的知识点进行一次集体

备课，老师们再根据每个班的情况进行二次或者三次备课，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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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课堂更加高效，达到突出共性问题，针对性处理个别化问题，

当堂解决重难点的目的。

（三）根据初三化学细目命制诊断试题的改进与具体操作

教师根据化学细目的知识要点及知识与能力的要求进行前诊

后测试题的命制。借助细目来命制诊断试题能够避免仅凭借经验

命题带来的盲目性和可能的知识点遗漏，更能有效地诊断出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具体问题。

从各次试卷命题统计能直观呈现各知识点。还可以统计学生

答题情况，对学生失误的题目反复考查。在试题的命制过程中，

与知识细目对应的试题，在题号上都标有出自细目的哪一条，以

便学生快速的通过检测卷的反馈知道自己知识点没有掌握的地方，

在细目上进行知识点掌握情况的记录，和进行知识漏洞的筛查。

图 2　第二单元检测卷节选

老师们也会在每一次测试之后做相应的记录，形成筛子图。

通过筛子图能清晰明了地看出班级学生的共性问题以及个性问题，

根据分析所得结果进行课堂备课，助推个别化教学，纵向到个人，

横向到班级，即能反映出班级的学生的共性问题知识点，同时也

可以关注到个别学生的知识漏洞，有助于教师进行高效的课堂教

学又能及时准确的进行个别化辅导。

如图 3，该班的学生的共性问题在细目上 1.2.11、1.2.13、1.2.1 ②

这三个知识点上，同时也可以关注到个别学生的知识漏洞，及时

准确的进行个别化辅导。

图 3　实验班第二单元检测筛子图

三、研究的主要结论

（一）从各次各级试卷命题细目蓝图统计不但能直观呈现重

难点反复考、各级知识按要求考、各知识点普查到的要求，还可

以统计学生答题情况，对学生易错的题目反复考查。制成的诊断

筛子图，还能及时暴露知识漏洞，助推个别化教学，有助于教师

更及时准确的进行个别化辅导。

（二）利用初三化学细目能有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针对我

校初三学生学习能力，先由教师依据细目和人教版九年级化学教

材的特点，整合了适合学生自主研修的知识点，并提供“自主学

习导引”，引导学生自研。通过自研及前测，使用细目自评知识

点掌握情况，标记学习重点，便于学生在新授课中有针对性的学习。

通过学习及后测、改错，要求学生再次使用细目进行标记，更准

确地找出并解决个别化问题，并跟进补测及评价。同时，在阶段

性复习中，有了学习过程中在细目上的记录，能更有效地提高复

习效率，发挥其价值，使得复习更高效、更有针对性。

（三）依据细目确定课堂学习目标，依据前测筛查数据确定

教学重难点、个性、共性问题和授课方式，能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四）依据细目命制的诊断试题的筛查及结果分析，有助于

准确地制定个别化辅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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