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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科学教学目标精准化及策略

◎王天锋
摘要：根据新课标提出的教学目标，我在执教《熔化和凝固》这一课时，对课堂教学目标进行了精准定位。通过这堂课，

我就初中科学教学目标定位精准化的意义及策略，谈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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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要符合学生需求  

“良好的教学，开始于明确的目标。”

这是美国教育学家杰罗姆·布鲁纳的名言。

我觉得科学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精准定

位教学目标。课堂教学应具有目的性和计

划性，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学习活动时，

一定要明确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的激励

性和导向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目

标只有符合学生的内部需求，才能有效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才能使学生产生学

习的兴趣，才能使其主动地学习。但是，

有一些科学教师 在日常课堂教学过程中总

是忽视目标意识，从而使其制定的教学目

标存在各种偏差，变成了一种摆设，使教

学目标失去了功能和意义。

二、教学目标精准定位有何意义

因为教学目标确定了教学方向和计

划，所以对教学目标进行精准定位有利于

保证整个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制定出科

学、精准的教学目标有利于保证贯彻执行

教学内容和有效教学。通过精准化教学目

标，能够让参与教学的教师和学生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教学目标的精准定位不仅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而且能促进学生正确的学习习惯

和学习态度的形成，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及

时的评价和反馈，对于强化学生的学习动

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精准化教学目标的实践过程

我在《熔化和凝固》这一课教学时，

将教学目标精准化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一）课标解读 

通过《熔化和凝固》这节课的学习，

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生活中常见的两种

现象：熔化和凝固。本课教学设计的思路

主要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使学生勤于动手、乐于探究，并学

会体验探究过程，从而使学生收集和处

理信息的能力、获取和掌握新知识的能

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交流

合作的能力都能得到提升，最终产生学

习科学的兴趣。 

（二）学情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熔化和凝固从表象来

讲，学生并不陌生，但是他们缺乏内在的

思考和深层次的分析归纳。所以，从教学

设计环节入手，并加以引导，有利于提高

学生认识的深度，培养学生思考和实验探

究的能力。

（三）教学目标精准化 

了解和掌握两种物理现象的共同点和

区别；熟悉晶体在熔化时的规律；能举例

说明熔化和凝固现象；使学生在实验过程

中掌握测量的技能；并能应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在科学探

究过程中养成严谨、实事求是的意识，并

养成实验探究的习惯。

（四）学法指导 

科学课堂教学的大讲台实际上就是生

活，《熔化和凝固》这一课也来源于生活，

并能从生活中提取丰富多彩的素材。所以，

在初中科学教学中，我们要联系生活实际，

让学生贴近生活，接触身边的科学知识，

并以生活中的现象引入新课。

（五）教学目标精准化的策略

初中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呈阶段性变

化的，所以初中科学教学目标的设计也应

当与之相对应，应针对不同年级段的学生

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针对初一学生的

教学目标设计，除了为做好小学与初中教

学的课堂衔接服务外，应更偏向于培养其

学习科学的兴趣；对初二学生来讲，设计

教学目标时应注重培养其思维能力和学习

态度，注重对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能

力方面的挖掘；针对初三学生来讲，在设

计教学目标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与能力，其中既包括分析问题的能力，也

包括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

达到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农村、乡镇和城区的学生基础不同，

原有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都存在较大的

差异，即使是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有些也

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些学生对科学知识的

了解和认识深浅不一，学习科学的能力也

参差不齐。因此，对科学教师来说，教学

目标的制定，应顾及学生的差异性，应尽

量让教学目标体现一定的层次性，从而实

现让每位学生都能达到进步的目标。

教学目标制定的作用是为了引导教

学，只有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才能正确

引导教学。在进行教学目标制定时，既要

充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科学

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要求，使教学目标更具

有可操作性。除此之外，教学目标在语言

的组织上应具体化，坚持简单明了、通俗

易懂的原则。

认真仔细地研究课程标准，是真正实

现备课和有效教学的基础，教师不能死套

硬搬教材，要对课程标准进行精准化地解

读，这样才能深入挖掘课程标准中的教育

理念，继而将其中的教育理念更精确地落

实到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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