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油市陈宗茂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

第二次网络研修讨论

如何具体有效的设定课堂教学目标

一节语文课，一定要做到有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去进行，

这就要求我们上课之前必须先要确定恰当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是否正确、精当，应该是决定课堂成败的关键。10 月 26 日下午，

工作室成员就“如何设立有效的课堂教学目标”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

首先，主发言人李丽容先展示出一份教学目标的设计稿供大

家思考：我们的课堂上，教学目标的确定容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呢?怎样做到目标的设定有效呢？

陈宗茂老师通过对课程标准的研读和思考，作了指导性的发

言：

每个学段都有循序渐进的整体目标。课程标准从识字与写字、

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五大板块做了相应的要求。

如何确定课时教学目标，一要看课标的总体要求；二要看单

元目标，联系单元说明，关注每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文素

养”，有重点的去训练。三是有的篇目有预习提示，需要重点关

注。四是根据学情，分解目标，分步、小步前进.

罗洋老师认为：一节课有一两个目标重点落实，取得的效果

应该会更好，可以结合课后练习题来抓重点。

邹仕泽老师：如果目标设定过多，就很难落实到位。紧扣文本，抓牢重点，关注学情，

联系现状是目标设定的重要原则。

谢代军老师：目标的确定要有可操作性，要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学目标的表述要



规范。

然后，大家针对《列夫．托尔斯泰》和《美丽的颜色》两篇自读课文的教学目标的设

定展开了具体讨论。分别从写作手法和人物精神的角度着手，抓住传记的特点来展开。

闵登梅老师认为“列夫托尔斯泰主要是人物的写法很有特点，包括外貌特征的描写多角

度全方位。而美丽的颜色，学生更容易围绕微妙的艰辛和快乐，对人物的形象更易把握，这

篇文章的外貌描写是学生可以借鉴的，有整体，有特写，抓典型写眼睛。

陈小红老师：比如第一段，就拖翁多毛的这个特征，作者使用修辞，加修饰语，运用动

词等方法来突出，与学生三言两语写完的现状有天壤之别。这也是写作手法的一方面，且有

实际借鉴意义。所以，我觉得，目标的设定还应该注意训练学生的能力，比如写作能力。按

这个想法设定的话，后面段落作者还从拖翁自己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别人的评价等来突出其

特征。这个探究下来，三节课少不了。这样以本文为范本，探究清楚，自然与单元后面的人

物传记写作也结合起来了。后面是不是学生写起来思路更清晰？若再同时兼顾小闵说的整体

与特写，我觉得本文简直就是学习写人物传记的典范。而《美丽的颜色》，对引用传记本人

的话所起作用又是一个补充。所以，学生学好了这两篇，也就基本掌握了写传记的方法。这

样设定教学目标，有单元整体性，效果会更好点！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我

们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能读书，会作文。”所以，每堂课目标的设定，对于到底本堂课要教

给学生什么必须有深入的思考。

......

本次的网络研讨活动中，老师们的发言给大家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和参考,让我们受益

良多。更明确了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不是越多越好，越高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不能以宏

大理想代替目标中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全班学生能够达到的底线标尺，是学生可操作性

的基本标准。我们应该牢记“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因

此，我们在实施语文教学时，应当时刻想着每一个学生，时刻想着学生的需要，想着学生的

实际接受能力，做到既不脱离学生实际，也不含糊笼统，要精准，有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