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关键能力研究

　 　 一、概况

学科关键能力研究是常州市教科院朱志平院长领衔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教育部重点课题“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常州市作为“教育
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实验区”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目前，常州市已经在小学尝
试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涉及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品德与生活（社会）、综合实践活
动等学科的学科关键能力研究，每门学科对“学科关键能力是什么？”“确定学科关键能
力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对学科关键能力进行测试？”和“如何进行学科关键能力测试
的评价？”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思考、分析与总结。学科关键能力研究也从小学扩展
到中学，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学科对本学科的学科关键能力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二、内容

１． 学科关键能力研究的理论建构
①学科能力：学科能力是指中小学生在各门课程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

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往往体现为内隐的学科思维过程和外显的学科行为反应，具体
来说包括一般学科能力和关键学科能力两部分。一般学科能力是指学生在各门学科课
程学习中形成的、具有跨学科性和各学科共享特征的学科基本能力。

②学科关键能力：学科关键能力是学科能力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与一般学科能
力不同，学科关键能力是指学生在学科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典型的学科特性、
与特定的学科素养相关联的特殊学科能力；学科关键能力具有基础性（本元）、主干性
（支柱）和发展性（后劲）等特点。

③核心素养：素养是指一个人的修养。从广义上讲，包括道德品质、言行举止、知识
水平与能力才干等各个方面。核心素养是指那些关键的、不可或缺的品质、能力、才干
及精神面貌；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信息素养、思维素养、人文素养、专业素养和身心素养
等；核心素养涵盖关键能力、基本能力和核心能力等内涵。
２． 学科关键能力研究的实践探索
①学科关键能力的界定与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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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关键能力的界定与建模既包括中小学各学科对学科关键能力界定的合理性与
建模的科学性，又包括对学科关键能力界定与建模的分析思路。目前，中小学各学科对
学科关键能力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进行了概念的界定、要素的分析和结构的建模等。如
中学数学认为，“逻辑思维能力”是学科关键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指正确、合理思考的
能力，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的
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包括抽象概
括、理解和推理证明三个方面。

②学科关键能力测试工具的设计与实施
作为具有区域教育质量指导意义的重点工作，学科关键能力测试工具的设计与实

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内对学科关键能力进行测试，对区域教育质量具
有导向作用，也会帮助广大教师反思改进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借鉴相关经验有效
设计测试工具，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可操作性。如中学理、化、生学科认为，“实验探究
能力”是学科关键能力，其能力结构主要包括科学知识的掌握、科学方法的应用、表达和
交流三个方面，设计了实验探究能力的评价体系（见表１）和评价指南（见表２）。

表一　 实验探究能力评价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提出问题或假说 设计探究方案 收集和展示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

科学知识的掌握
背景信息和观察
结果与科学研究
相关

能设计符合逻
辑、安全和伦理
要求的探究方案

收集的数据是合
理和精确的，与
研究计划的目标
一致

使用科学术语正
确地报告结果

科学方法的应用
形成的问题或假
说可以得到回答
或检验

设计的探究方案
为回答问题或检
验假说提供充分
的数据

数据的转换是有
效的、完全的，对
解释问题有价值

对过程和结果进
行批判性评估

表达和交流
清楚地表达问题
或假说以及背景
信息

能够交流探究方
案设计和实施过
程

为交流观察和测
量结果，有组织
地展示数据

所得的结果支持
结论，结论能表
明提出的问题或
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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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实验探究能力评价指南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提出问题或假说 设计探究方案 收集和展示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

科
学
知
识
的
掌
握

５

提供与探究直接
相关的背景知识
或初步观察

设计符合科学逻
辑、伦理和安全
要求的程序，程
序是精确的

记录的数据与预
设的内容一致，
需要时对异常数
据进行处理

正确地应用科学
术语或符号对调
查研究的结果进
行分析和解释

３

提供与探究比较
相关的背景知识
或初步观察

设计符合科学逻
辑、伦理和安全
要求的程序，有
很少的错误

记录的数据与预
设的内容一致

使用科学术语报
告调查研究的结
果和做出解释，
很少有错误

１

提供背景知识或
初步观察不适当
或有明显错误

设计的程序不符
合科学逻辑、伦
理和安全的要求

记录的数据与预
设的内容不一
致，或有一些明
显错误

不能正确使用科
学术语报告调查
研究的结果或做
出解释

科
学
方
法
的
应
用

５

提出一个明确
的、有价值的、能
通过探究回答或
验证的问题或假
说

呈现一个可行设
计，能提供可信、
有效、充足的数
据或观察来回答
问题或检验假说

将数据转换成直
观的、有效的表
达方式，有助于
顺利进行科学分
析和解释

对探究设计、过
程和结果进行全
面评价，提出设
计改进的建议

３

提出一个能通过
探究回答或验证
的问题或假说

呈现一个可行设
计，能提供数据
或观察来回答问
题或检验假说

选择的数据转换
形式有助于进行
科学分析和解释

对探究设计、过程
和结果进行评价，
找出一些明显不
足和误差原因

１

提出一个难以通
过探究回答或验
证的问题或假说

呈现的设计对回
答问题或检验假
说的作用不大

选择的数据转换
形式不完善或无
效，不方便进行
科学分析和解释

缺少证据表明对
探究设计、过程
和结果进行评价

表
达
和
交
流

５

清楚表述了问
题、假说及背景
信息，能够使人
联想到具体的探
究过程

详细、有条理的
表述探究方案，
流程能够完全被
他人重复

使用正确的单
位，数据展示全
面、精确，符合逻
辑、组织良好

清楚地分析探究
结果，得出能说
明问题或假说的
结论

３

清楚表述问题、
假说及背景信
息，能暗示大概
的探究方向

有条理的表述探
究方案，流程修
订后可以被他人
重复

使用正确的单
位，数据展示符
合逻辑、组织良
好

使用探究结果支
持结论，结论可
以说明问题或假
说

１

问题、假说或背
景信息表述不清
楚

探究方案表述不
完整，流程无法
重复

数据展示不精
确、不完善或杂
乱、有缺失

结论与问题或假
说没有关系，或
没有得到探究结
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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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科关键能力测试结果的分析与评估
如何评价学科关键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何科学分析测试结果，建立学科

关键能力测试结果的分析系统是学科关键能力测试的重要环节。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对学科关键能力的测试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对学生个体及班级、学校、区域内学生群
体的学科关键能力状况进行描述与判断，是有效利用测试结果的关键。如小学语文认
为“阅读理解能力”是学科关键能力，提出阅读理解能力是在阅读过程中个体对信息所
掌握的程度，将阅读能力分为复述性理解，解释性理解，评价性理解，创造性理解四大层
级。他们分析有关数据后，指出阅读理解过程中，至少同时涉及微加工、整合加工、宏加
工、精加工和元认知这五个加工过程，其中每个加工过程又包括了若干子过程或技能；
小学语文对四年级学科关键能力的测试工具主要包括测试卷（略）和调查问卷（略），通
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对１３所学校参试学生阅读理解能
力测试结果信息进行分析，从四个维度上比较学校的差异情况，统计了常州市及各辖市
区小学语文四年级学生学科关键能力测试结果（见表３）。他们分析指出不同学校的学
生在明确陈述信息的复述性理解题目上的得分率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学校的学生在整
合句群信息的解释性理解题目上的得分率、在整合意义段信息的解释性理解题目上的
得分率和在解释—创造性理解题目上的得分率存在显著差异。

表三　 常州市及各辖市区小学语文四年级学生学科关键能力测试结果统计表

区　 划 明确陈述信息
（复述）

整合句群信息
（解释）

整合意义段信息
（解释）

整合观点与信息
（解释与创造） 平　 均

常州市 ９６． ７ ７３． ３ ６８． ３ ４３． ３ ７１． ２

区县１ ９６． ７ ７６． ７ ８１． ７ ５１． ７ ７７． ６

区县２ ９６． ７ ７３． ３ ６３． ３ ３８． ３ ６８． ４

区县３ ９３． ３ ７６． ７ ６５． ０ ６０． ０ ７５． ２

区县４ ９６． ７ ７５． ０ ６６． ７ ４１． ７ ７０． ８

区县５ ９３． ３ ６６． ７ ６０． ０ ３１． ７ ６４． ０

３． 学科关键能力研究的反思总结
学科关键能力是基于课程标准的解读与领悟，是对课程目标的学科性分解与落实，

是一种介于课程目标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学科指向；中小学学科关键能力评价研究，是提
高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科学水平的重要尝试，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开展中小学学科关键能力评价研究，有利于师生加深学科理解、促进课堂教学的深层变
革、改善教育的应试弊端和解放师生的教学生产力。

学科关键能力研究是全面提升常州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轻负担、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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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动教师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水平，引领一大批学校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举措。高
质量地完成学科关键能力研究工作是教育部重点课题成果的重要标志，也是创造性地
完成国家级实验区工作的重要保证，以上两项工作评估的顺利进行是学科关键能力研
究的重要方面。

　 　 三、特色

１． 价值引领，重点推进
新形势下，教研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角色定位，更好地发挥常州教科院研究、指

导、服务和管理的职能。常州市教科院中小学各科教研员一如既往地狠抓重点工作，加
强教研的创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学科关键能力研究为重点工作之一，有效促进了
中小学各学科教研员真正从学科指导走向课程领导，引导广大中小学教师进一步提升
课程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创造力，从课程执行走向课程开发和创生。
２． 理论先行，实践跟进
教学实践离开了教学理论往往是盲目的，而教学理论离开了教学实践则往往是空

洞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密切结合，充分体现了教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常州市对学
科关键能力的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既重视学科关键能力的理论研究，邀
请国内相关专家指导教研员和教师更好地理解、认识和把握学科关键能力；又重视在实
践层面上尝试与创新，强调学科关键能力对教学实践的导向与指导功能。
３． 以点带面，循序渐进
从“义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研究”到“教育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实验区”，学

科关键能力研究均作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研究本身是一个点面结合的过程，是一个动
态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近几年，学科关键能力研究从小学个别学科到中小学各学科，既
有共性问题的研究、又有个性问题的研究，有一般、也有特殊，研究的目标和内容、研究
的思路和过程等是一个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必须遵循规律、联系实际。

　 　 四、成效

１． 有效促进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以学科关键能力研究为重点，在学习中研究、在实践中反思，既理解了“做什么”和

“怎么做”、又领悟了“做得怎么样”和“如何做得更好”。中小学各学科积极建立质量标
准，进一步提高了教育质量、推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充分体现了“以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和“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
精神。
２． 有效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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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关键能力研究为抓手，以教学实践面临的实际问题为驱动力，引导教师勤于
思考、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教师在目标激励、任务驱动和自我超越中成长、进步和发展；
研究的过程，有个人实践和反思，有同伴研讨和互助，也有专家引领，引导教师进一步提
高教科研能力和水平，从专业学习走向专业自觉。
３． 有效促进了学生个性发展
以学科关键能力研究为突破口，侧重于“学生学会了什么”的研究，致力于学生“核

心素养”的培养，引导学生积极转变学习方式、提高学习能力和提升科学素养，从而有效
实现学生的和谐、可持续、有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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