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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
初中英语听说课

袁　晶

　　【摘　要】将教—学—评一体化应用于初中英语听说教学中，对提升听说教学的有效性，发展中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和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人教版初中《英语》（Ｇｏｆｏｒｉｔ！）七年级上册 Ｕｎｉｔ９ＳｅｃｔｉｏｎＢ为
例，探究在教—学—评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上，以学生听说能力发展为目标的听说教学策略。

　　【关键词】教—学—评一体化；听说课；教学目标；评价标准

　　一、引言
评价是英语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有效的教

和学都离不开评价的全程参与。《义务教育英语课

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以下简称《标准》）强调，“教
学与评价都是英语课程实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是培养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关键环节，评

价是及时监控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

之一”（教育部，２０１２：３３）。此外，《标准》还指出，
“教师应积极指导学生评价自己的学习行为和学习

结果，使学生通过参与展现自己学习进步的评价活

动，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并能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

习过程”（教育部，２０１２：３６）。近年来，教—学—评一
体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动教—学—评一

体化对深化课程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师

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王蔷、李

亮，２０１９）。
听说课是初中阶段学生学习语音、词汇、语法、

口语表达等的综合语言实践课程。长期以来，英语

听说教学中存在教—学—评分离的现象，教师重视

教学方法，忽视教学评价。本文将结合一个具体的

听说教学案例，探讨如何在此类课型中实现教—

学—评一体化的高效教学。

二、教—学—评一体化的内涵及实施意义

教—学—评一体化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美国各
州兴起的课程分析体系。这种体系认为，“课程与教

学的一致性是检测是否有效落实课程标准的关键性

指标之一”（杨玉琴，等，２０１２）。崔允誋、雷浩
（２０１５）认为，教—学—评一致性是指教学中的目标
设计与预期的教学过程、教学结果之间的匹配程度。

教的东西即为评的内容，有教必须有评。如果教而

不评，就无法明确教师教学的目的和教学的有效性，

因而也无法得知学生学习所达的程度。教学目标与

评价的一致程度越高，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就越佳。

教—学—评一体化意味着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

需要展示评价要求，在教学设计时需要考虑评价内

容，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持续获得学生关于目标达

成的信息而做出教学决策。“教—学—评一体化的

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标准、教材、教学及评价之间的一

致”（杨玉琴，等，２０１２）。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以下简

称《高中课标》）指出：“完整的教学活动包括教、学、

评三个方面。教是教师把握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养方向，通过有效组织和实施课内外教与学的活动，

达成学科育人的目标；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

过主动参与各种语言实践活动，将学科知识与技能

转化为自身的学科核心素养；评是教师依据教学目

标确定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组织和引导学生完成

以评价为导向的多种评价活动，以此监控学生的学

习过程，检测教与学的效果，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

教”（教育部，２０１８：７７）。王蔷、李亮（２０１９）指出，
“教、学、评三者有着相同的本质，共同指向发展学生

的学科核心素养”。由此可见，一线英语教师只有在

日常教学中不断渗透、实践和落实教—学—评一体

化，才能充分调动学生评价与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

而驱使学生在持续反思的过程中，螺旋式地发展语

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等多方面的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三、教—学—评一体化在传统听说课堂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境

在初中听说课堂中，教、学、评不一致的问题及

教师对如何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困惑是客观存

在的。很多老师经常抱怨听说课费时费力但收效甚

微。学生尽管在课堂上积极配合，也进行了大量的

听说练习，但学后即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并未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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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发展。长期以来，听说课堂中存在的教—学—

评不一致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忽视教学目标制定
教—学—评一体化的核心在于教学目标。教学

目标是教学计划制定的起点和应到达的终点。通过

教学目标的全程引领，师生得以实现教、学、评三者

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就意味着教师需要在目标

统领下一致性地思考教学、学习和评价的问题，而不

仅只思考教材处理或教学策略的问题（杨玉琴，

２０２０）。然而，很多一线教师在备课时对文本材料进
行了细致的梳理，安排了丰富而有层次的教学步骤，

却没有首先明确该课的教学目标。这导致了课堂的

语言知识和能力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过程散漫、重

点偏离。有些教师甚至把听说课等同于听力课或者

口语操练课，学生自然无法掌握好本该学会的核心

知识和技能。

２．课堂评价缺乏针对性
在听说课教学中，课堂评价针对性的缺失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课堂评价往往与教学目

标错位。由于缺乏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没有

制定基于教学目标的评价标准，导致了教师的教学

评价与教学目标不一致。在课堂中，很多教师往往

为了评价而评价，评价内容盲目而随意，甚至出现与

教学目标相悖的教学评价。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

中没有针对学生真实的表现进行评价。教师的课堂

评价如果简单粗暴、浮于形式，没有对学生现场的课

堂表现起到实时的监控和指导作用，就无法给予学

生真诚的交流和思维启发。长此以往，学生找不到

努力的方向，甚至会影响英语学习的热情。

３．评价主体局限于教师
现今的英语课堂已经逐渐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

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然而，这种主体地位主要

表现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在课堂评价活动中，学生

依旧缺席。事实上，在课堂评价中，学生也应该是主

动参与者。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参与评价标准的制

定，从评价的对象转变为评价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

而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

（王蔷、李亮，２０１９）。然而，在很多听说课中，教师是
唯一的评价主体，管控所有的评价活动，学生仅是评

价的被动接受者。因此，学生对课堂的评价标准没

有清晰的认识，更无法将这种评价标准应用于学习

活动，不能在课堂内外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有效

的评价和管理，最终影响了自己语言能力和学习能

力的发展。

４．教学与评价过程脱钩
教学评价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评价过程和教学过程应该是同步的、实时的。如果

评价不为教学和学习提供即时有效的决策信息，对

促进学习就缺失了直接的意义（杨玉琴，２０２０）。即
使在制定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后，很多教师也往往

忽视了教学评价对实时调控课堂可以起到的作用。

教师评价学习活动后，没有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地调

整教学进程和教学策略，评价因此成了游离于教学

过程之外的一个孤立的检验环节。此外，在一些课

堂中，教学过程和评价过程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或是

环节上的滞后，教师往往为了完成预设的教学环节

而无法留足时间和精力去评价和调整教学，这不利

于教师及时地发现并纠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也不利于学生适时利用教师的评价来进行补救性练

习，最终无法充分发挥评价对教与学的相互促进

作用。

四、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策略与课堂实例

将教—学—评一体化应用于初中英语听说教学

中，对提升听说教学的有效性，发展中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和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人教版初

中《英语》（Ｇｏｆｏｒｉｔ！）七年级上册Ｕｎｉｔ９ＳｅｃｔｉｏｎＢ为
例，探究在教—学—评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上，以学生

听说能力发展为目标的听说教学策略。

此单元以“Ｍｙ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ｕｂｊｅｃｔ”为主要话题，讨
论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学生对各门课程的爱好程

度和评价。此课时是一节听说课型，是对本单元

话题的语篇综合运用。通过创设真实语境，教师

将校园生活的各元素进行整合，采取了以下教学

策略：

１．寻“根”溯“源”，逆向备课，明确教学目标和
评价标准

“教学目标在教学中具有三种功能：导学、导教、

导测评”（皮连生、刘杰，２００５：６５）。教学目标既是教
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它是教学的灵魂，支配教学

的全过程（崔允誋，２００４）。这就意味着，教学目标是
每堂课的“根”和“源头”，教师如果不深入思考教学

目标，那教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迷失方向。因此，

教师在解读教学内容时，首先应该明确学生通过这

节课的学习需要收获什么，即有什么教学目标。教

学目标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有“根”有“源”

的。在英语教学中，上位目标就是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和课程标准。教师可以采用以始为终的逆向教学

设计，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出发，在研读课程标准的

基础上，明确学年目标和单元目标，最终制定该课时

的教学目标（见下页图１）。
该单元是七年级上册的最后一个单元。《标准》

中，七年级对应的是三级目标。根据《标准》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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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教学目标与教—学—评一体化的关系
技能分级的听和说的标准（教育部，２０１２：１５），结合
七年级上册综合介绍页有关该单元的话题、语言目

标和语用功能等的描述，教师确定了此节课的教学

目标。此节课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单元目标的关

联如表１。
确定了教学目标，评价标准也就明确了。“教师

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评价要收集的就是学生达成预定

目标的状况，用预定的目标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状况

的标准”（崔允誋，２０１０）。因此，此节课的教学目标
也就是该节课教和学的评价标准。《高中课标》要求

教师“重点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

质和学习能力”（教育部，２０１８：４）。表２列出了该节
课的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所对应的核心素养的培养

要求。

２．循“规”蹈“矩”，挖掘文本，评价标准驱动教
学活动

“教—学—评一体化的概念明确了教学、学习和

评价的关系，凸显了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功能”（王

蔷、李亮，２０１９）。在确定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后，教
学活动就有了“规矩”可遵循，即有了教与学的依据。

接下来，教师在对文本素材进行挖掘和整理后，发现

所有话题内容都以校园生活为主线，包括了学科、星

期和教师等子话题，这些话题都试图让学生运用反

义形容词谈论喜恶及原因。以下是导入环节的问题

链设置及意图（表３）。
　　表１ 课程标准、单元目标与课时教学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

课程标准

三级听力目标

课程标准

三级口语目标
单元目标 课时教学目标

１．能辨别不同句式的
语调。

２．能根据语调变化，体
会句子意义的变化。

３．能识别语段中句子之
间的联系。

４．能听懂学习活动中连
续的指令和问题，并做

出适当的反应。

５．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
的语段。

１．能在课堂活动中就熟
悉的话题进行简单的

交流。

２．能在教师的指导下进
行简单的角色表演。

３．能用所给提示简单描
述一件事情。

４．能提供有关个人情况
和个人经历的信息。

５．能在口语活动中做到
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１．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ｇ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ｓ（谈论偏
好并给出理由）。

２．使用 ｗｈａｔ、ｗｈｙ、ｗｈｅｎ
和ｗｈｏ等引导的特殊疑
问句。



１．学生能通过听力技能识别文本关键信息，并
使用正确的发音回答相关问题。

２．学生能用一些反义形容词如ｂｏ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ｒｅｅ等表达个人喜好及原因。
３．学生能够理解并使用升调和重音来表达情
绪、传递信息。

４．学生能够使用 ｗｈａｔ、ｗｈｙ、ｗｈｅｎ等词引导的
特殊疑问句就个人喜好的话题进行交际。

５．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上述目标语言进行角色
扮演，并能够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纠正。

　　表２　课时教学目标对应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

教学目标／评价标准 核心素养

１．学生能通过听力技能识别文本关键信息，
并使用正确的发音回答相关问题。

语言能力

学习能力

２．学生能用一些反义形容词如 ｂｏ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ｆｒｅｅ等表达个人喜好及原因。

语言能力

学习能力

３．学生能够理解并使用升调和重音来表达情
绪、传递信息。

语言能力

学习能力

４．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上述目标语言进行角色
扮演，并能够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纠正。

语言能力

思维品质

学习能力

　　表３ 导入环节的问题链设置及意图

问题链 问题设计意图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ｏｆ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激活已学形容词汇，引入话题。

Ｗｈａ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ｄｏｙｏｕｌｅａｒｎ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Ｗｈｙ？（ｗｈａｔ／ｗｈｙ）

复习学科词汇，渗透新的形容

词汇，引导学生用更多的形容

词表达个人的喜好及原因，引

出教师的话题。

Ｗｈｙｄｏｙｏｕｌｉｋ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ｈｏ）

归纳整合形容词汇，引入反义

词概念和功能。

Ｗｈｅｎ ｉｓ／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ｗｅｅｋｄａｙｓ？（ｗｈｅｎ）

复习有关“星期”的词汇，巩固

使用反义词表达个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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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节课的导入环节，教师首先提问：“Ｗｈａｔｄｏ
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ｏｆ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这个先导活动可以激活学生
已学的一些描述性的形容词汇，如 ｃｏｏｌ、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ｇｏｏｄ、ｂｅｔｔｅｒ等。因此，教师以此为切入口分散难点，
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交际欲望，拓展学生思维，摸准

学生的起点，从起点开始课堂教学。接着，教师用目

标语言之一的特殊疑问句提问：“Ｗｈａ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ｄｏ
ｙｏｕｌｅａｒｎａｔｓｃｈｏｏｌ？”，板书呈现关键词 ｗｈａｔ和 ｓｕｂ
ｊｅｃｔ，并通过提问“Ｄｏｙｏｕｌｉｋ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引出
观点“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ｈａｓｌｉｋ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ｌｉｋｅｓ”，导入本课的
语言目标———表达个人喜好并说明原因（ｗｈｙ）。学
生在谈论学科时，自然会提及教师和对他们的评价。

在与学生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教师板书并归类新词

ｅａｓｙ、ｆｕｎ、ｂｕｓｙ、ｆｒｅｅ、ｂｏ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等，从而引入了反
义词（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的概念并揭示反义词的功能———传
递不同的观点。之后，教师复习有关“星期”（ｗｈｅｎ）
的词汇，引导学生归纳 ｗｅｅｋｄａｙｓ和 ｗｅｅｋｅｎｄｓ。教师
示范使用反义词表达对这两个时间段的不同喜好，

随后提问并检验学生是否能用反义词来恰当表达个

人观点。在整个导入过程中，教学活动呈现教后即

练、练后即评，紧扣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中的２和４
（见表１）；教师通过及时向学生展示评价标准和即
时评价学生的课堂回答，推动教学活动和子话题一

一展开，并始终把教学活动控制在实现教学目标的

范围内。

３．循序渐进，以评促学，教学与评价相互融合
在接下来的听读环节，教师要求学生通过精听

两个男孩有关日程安排的对话，获取对话关键信息，

理解重音和升调等语音知识，即达成教学目标１和３
（见表１）。在此环节中，教师安排了两次听的任务，
第一次是听主旨和观点，第二次是听关键细节。但

当教师发现学生在第二次听完后并不能达成评价标

准１时，临时决定再增加一次听力练习，以确保课堂
中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达成该节课的听力目标。此

外，学生听的过程中，没有书面材料的支撑。当学生

无法获得“安全”的书面提示时，他们会提升注意力，

分辨重点信息，提取所需关键信息（ｗｈａｔ／ｗｈｅｎ／
ｗｈｙ），并在这样的高强度训练过程中，自然关注到重
音、连读、升降调等发音知识。这样，听力训练的效

果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从而能够让听力目标１
高质量达成。

在达成听力目标后，教师展示听力文本，并要求

学生在逐句听、读听力文本的过程中标注出现的升

调和重音（ｍａｒｋ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然后讨论
两个与目标相关的问题：“Ｗｈｙｄｏｅｓｈｅｕ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
ｔｏｎｅ？”“Ｗｈｅｒｅｔｏｓｔｒｅｓｓ？”在学生讨论并回答以后，教

师展示此节课目标重点：升调和重音以及它们的内

涵与应用。

图２　升调、重音和它们的内涵
在语音教学中，很多教师只注重引导学生模仿

发音，却很少教授学生发音规律。学生往往无法对

一节课中学到的语音知识实现再应用。长此以往，

学生会对语音的学习产生挫败感。《高中课标》（见

表１）中要求“学生能根据语调变化，体会句子意义
的变化”。从听力文本中就地取材，学生从听中感知

语言韵律，思考并内化重音、升调的规律和所蕴含的

表达意义，能将枯燥的语音知识变得生动立体起来。

在确认学生已经理解这些目标知识后，教师鼓励学

生开展群体模仿—个体练习—个体展示—群体评价

的活动，以此循环，并通过多次追问以下问题进行

评价：

Ｄｏｔｈｅｙｕ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ｔｏｎｅ？
Ｗｈｏｕｓｅｄ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ｔｏｎｅ？Ｗｈｙ？
Ｄｏｔｈｅｙ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ｅｓｓ？
Ｗｈａ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ｏｔｈｅｙｗａｎｔｔｏｓｔｒｅｓｓ？
在这个模仿活动中，教师不断明确、强调评价标

准，从而让学生不断地调整学习活动并向标准无限

靠近，直至绝大多数同学都对标准有充分的了解并

能够初步对自己和他人的表现做出客观的评价。在

教—学—评一体化的课堂中，教师需要针对学生的

课堂表现，有针对性地反馈，发现问题并加以纠正指

导，最终实现教学目标（任洁，２０２０）。在上述教学过
程中，评价和教、学相互交融，教师实时地检测学生

的听和读的掌握情况，采用学生自评、教师点评和群

体互评等不同的评价方式，促进学生逐步实现此节

课各目标。

４．寻“根”问“底”，综合语用，追问学习效果和
目标达成

在最后一个巩固环节，教师进行了 Ｒｅａｌ－ｐｌａｙ
活动，把之前涉及的有关学科、教师和星期等内容

全部收入到一组目标对话中，要求学生模仿之前的

对话，谈论真实的班级课表及自己的喜好。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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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Ｒｏｌｅ－ｐｌａｙ机械复读、重复他人的对话不同，
Ｒｅａｌ－ｐｌａｙ是学生谈论自己熟悉的课表和校园生
活，有话可说，有感而发，表达时就不会为了模仿而

模仿，因而能从被动练习转为主动参与。教师在给

出简单的要求和语言支架后，把之前已经一步步铺

垫完成的评价汇总成一份完整的评价表（图３）。学
生在进行对话时，需要通过提问 ｗｈｏ、ｗｈｅｎ、ｗｈｙ展开
话题，运用反义形容词传递观点，并根据音调和重音

的变化了解意图和表达态度。

图３　Ｒｅａｌ－ｐｌａｙ的课堂评价表
根据这样一份清晰的评价标准，学生不仅可以

在练习中巩固课堂教学的重点，评价自己的知识掌

握程度，也可以通过教师评价、同学互评来强化学习

效果并达成学习目标。教师也可以通过评价学生的

表现来评价教和学的效果并及时做出适当的教学调

整。课堂不再是假评、乱评，而是有始有终，有理有

据。崔允誋（２０１３）认为，要追问“学生学会了什
么”，把评价学生的课堂学习作为关键的课程要素，

贯穿课程发展的始终，以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在

这样一种教师和学生共同不断追“根”问“底”并把

学习目标和评价标准始终放在根基位置的课堂中，

学生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成。

最后，教师提问“Ｗｈｙｄｏｗｅｌｉｋｅ／ｄｉｓｌｉｋｅａｓｕｂ
ｊｅｃｔ？”，试图让学生意识到对科目的喜好，并引导学
生：学习不应该仅仅基于科目的趣味性，而应该为自

己的梦想而学习，这样才不会轻易在困难面前退缩。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讨论，教师不仅总结了课堂的

话题，升华了主题，也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

品质。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

几乎没有使用重复的评价，每一个学生的课堂回答

都得到教师或简略或详细的针对性评价。在这样一

种评价全程参与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学中，教学

目标得以高效的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真正发挥

了课堂评价改进教学质量的作用。

五、结语

教—学—评一体化是基于课程标准和核心素养

的教学实践的有效途径，是真正把教学目标、教师的

教、学生的学、课堂评价、评价标准等教学要素相融

合的过程。教师可以借助这一教学理念激发课堂活

力，提升教学有效性。课堂是实施教—学—评一体

化的主要场所，教师在实现教—学—评一体化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这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

求。实现具备教—学—评一体化的课堂对教师来说

是一个系统的实践过程，一个不断摸索、试错、反思

和提升的过程，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大路径。

在教学活动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如何在课堂中实现

教、学、评三方齐头并进，是摆在我们一线教师面前

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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