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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指向核心素养的评价任务设计

———以高中生物学科为例

董　 冬， 刘　 飞

（邹平县魏桥中学， 山东滨州　 ２５６２１２）

【摘　 要】 “评价任务” 可以看作 “学历案” 课堂教学的监测系统， 时时引领并调控着课

堂活动的进行。 在 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大环境下， 教学评价必须以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与

发展为目标， 其设计自然也应以核心素养为逻辑起点。 基于明确的问题、 特定的情境、 预设

的行为表现进行任务的设计， 于生物学科而言， 可以提高指向生物核心素养教学的效率与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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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是教学的透视点。 在教学设计中嵌

入评价任务有利于教师动态观察教学的效率

与质量。
传统的教学评价往往是经验主义、 知识

点本位的评价， 不能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引导、
发展的积极作用。 以高中生物学科为例， 随

着教学改革的深化， 生物教学评价必然要围

绕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来开展， 从根本上落实

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提升学生在生物情

境中解决生物学问题时应具备的品格和关键

能力， 最终击破传统生物教学评价的圈囿。
对于生物 “学历案” 而言， 教学评价是以

“评价任务” （对应 “学历案” 中每项 “课

堂活动” 后的 “检测活动” ） 的形式呈现，
而 “评价任务” 的设计则必须以核心素养为

逻辑起点， 并渗透于整个 “评价任务” 的设

计过程。
一、 核心理念： 一种评价前置的设计
“评价任务”， 即制定如何证明学生实现

了学习目标的手段与措施， 主要包括试题和

任务两类呈现方式。 评价任务的设计常常以

课后练习的形式出现于传统教学设计中， 且

与学习目标的设计时间相错位， 这样无法保

证评价的信度与效度， 即无法与学习目标进

行精准的对接。 教师和学生极有可能在评价

过程中做无用功， 这无疑会浪费学生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