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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 (一)提出的目标要明确、具体 

教学目标只有提得明确而具体， 才有利于教师正确地选择教

学方法、妥善地组织教学过 程、准确地评价教学结果，也能

使教师将教学的意图清楚地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地把握 

自己的学习过程。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应当指向具体的学

习结果。 教学目标的明确、具体，在于用可以观察或测量的

行为动词来描述教学目标，这个动词 必须指出一个动作，应

避免使用诸如“了解” 、 “掌握” 、 “熟练掌握”等词，

因为这样的词缺 乏质和量的具体规定性。较为适应的词如“

写出” 、 “列举” 、 “比较” 、 “分类” 、 “从几个项

目 中选出”等。 由于学生的态度和情感很难用行为术语来描

述，所以在制定教学月标时，一般不将其作 为主要的评价点

。有关的态度、情感目标只能在一定的情景中，用可观察到

的表情作为评价 的依据。 (二)根据学科教学点制定适当的教

学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和教学的实践经验，认真

分析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分解为 明确可见的小知识单元及

能力要求点，每一个教学点应当对应一条教学目标。根据学

生的知 识基础和能力水平，根据教学目标分类法，确定每条

目标的层次要求。 (三)教学目标要具有一定弹性 根据教学大

纲的要求，从宏观上把握一个阶段内对学科教学规定的基本

标准(下限)和最 高标准(上限)，防止教学目标偏低或超纲。

教学目标的下限，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达到的教 学要求，它



可以使学生了解达到怎样的水平才算基本合格。教学目标的

上限是为学有余力的 学生设定的最高教学标准， 对学生起着

激励和指导作用。 教学目标的制定既要有统一的要求， 又要

注意适应个别差异，具有一定的弹性。 二、教学目标的表达

方式 一个完整的教学目标应当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教学对象

、表达学习结果的行为、表现行 为的条件、学习程度。 (一)

对象 在制定教学目标时，首先要明确教学对象，即说明教学

目标是针对谁提出来的。目标的 对象可以是全班学生，也可

以是部分学生。例如： “每个学生都要⋯⋯” 、 “已经能背

诵课文 的学生要⋯⋯” 。 (二)行为 说明一个学程后应获得怎

样的知识，形成怎样的技能，产生哪些行为，这是目标的基

本 成分。目标行为应该是可观察到的，必须用能精确、具体

地描述行为的动词来表达。描述行 为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动宾

结构的短语，行为动词说明学习类型，宾语则说明学习内容

。例如 “描述的特征” 、 “⋯⋯解释⋯⋯的含义” 。 (三)

条件 条件是学习者表现行为的情景因素，指出了学习过程中

学生行为表现的条件。它包括环 境因素、人的因素、设备因

素、信息因素、时间因素、问题明确性的因素等。例如： “

⋯⋯ 从具体事例中⋯⋯” 、 “⋯⋯通过实验⋯⋯” 。 (四)

程度 教学目标中的程度指出了学生成绩的最低水准，并使教

学目标具有可测性。它与“好到 什么程度” 、 “精确度如何

” 、 “完整性如何” 、 “在什么时间内” 、 “质量要求如

何”等问题有关。 例如： “⋯⋯记住⋯⋯主要部件名称” 、

“⋯⋯至少正确解答的题目” 。 在一条教学目标中，行为的

表述是基本部分，不能省略。相对而言，条件和程度是两个 

可选择的部分。因为，一是教学中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强调特定的条件。例如： “背诵 课文第三小节” ；二是教学

中学生的行为结果不必都用定性或定量的词来精确地表达。 

例如： “能根据密度公式导出求质量、求体积的公式” 。至

于教学对象，由于教学面对特定的班级 和学生，只要不是特

别强调某一部分学生作为教学目标要求的对象，也没有必要

写出来。 表 7-2 教学目标模式例表 目标要素 问题 例子 对象 

谁 初中二年级学生 行为 做什么 应能将卷云、层云、积云、

雨云标记出来 条件 在什么条件下做 在观察实际的云或看图片

时 程度 做得如何 至少有 80％的云的实例标记正确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