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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说题的高中数学习题讲评课型探索
●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巫 斌

传统习题讲评课中 ，教师独占讲台传授“解题经

验”和“有序策略” ，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无法获

得知识漏缺的补充 ，无法实现知识的迁移 .而让学生

讲解习题 ，即“说题”可以让讲解者在自己思维的最近

发展区搭建思维脚手架 ，实现思维的螺旋上升 ，同时

也可以为倾听的学习伙伴提供思维源泉 ，从而实现

“双赢” ，显然这样的教学策略所达到的效果更胜一

筹 .在近期的习题讲评课中 ，笔者一改往日的教学策

略 ，采用“学生说题教学法” 这一教学方法 ，对这一日

臻成熟的教学方法师生都十分期待 ，以期为读者的教

学提供帮助 .

一 、学生说题法的含义

所谓“学生说题法” ，是一种新型的双边教学方

式 ，由学生充当解说者的角色 ，首先由讲解者以“说

话”的方式对自己的审题 、分析 、解题思路 、解题过程 、

解题感悟以及对习题的评价等做出详尽的解说 ，然后

由学习伙伴或教师进行评说 .这一活动的重心在于解

说 ，它是以习题本身的知识内涵为基础 ，以口述为主

要形式 ，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种教学方法 .

二 、学生说题法的实践

对于说题 ，不同的课型有不同的要求 ，习题讲评

课中 ，更侧重解说的过程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 ，还有效纠正了学生的思维偏差 ，同时提升了

学生的解题能力 ，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思维活跃度的提

升意义重大 .一般来说 ，学生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说

题 ：

1 .说“意图”

布鲁纳认为 ：“认识是一个过程 ，而并非一种产

品 .”由此可见 ，任何课型都需要让学生明晰教学目

标 ，并达成教学目标 .而习题讲评课是以习题为载体

的一种课型 ，要明晰教学目标 ，首先自然需要与命题

者进行思想交流 ，也就是让学生揣摩出命题意图 ，才

能在解题中准确切中答题要义 ，完善解题路径 .因此 ，

在说题中 ，指定一名学生 ，对给定的典型问题在深入

探究和仔细思考的基础上 ，剖析命题者的思想 ，然后

在解说中向同伴和教师展示 .

例 1  已知 f （x） ＝ 1

2
x
＋ 2

，根据推导等差数列

前 n项和的公式 ，试求出 f （－ 5）＋ f （－ 4）＋ … ＋ f （0）
＋ … ＋ f （5） ＋ f （6）的值 .

在解决本题时 ，倘若学生无法准确把握命题意

图 ，则会逐一探求 f （－ 5） ，f （－ 4） ，… ，f （5） ，f （6） ，再

求和得出结果 ，这样一来 ，不仅大大增加了本题的计

算量 ，也易因为计算烦琐而导致错误 .事实上 ，经过分

析可以看出本题的启发性提示语是“运用等差数列前

n项和的公式”的推导方法 ，为解题提供了思维的引导

作用 .因此 ，从命题者的思路着手 ，解决本题就需要明

晰“倒序求和”的本质 ，以及“倒序求和”的关键点 .一

般来说 ，若所求的数列具有“到首尾距离相等的两项

之和有其共性” ，则首选运用“倒序求和”的策略 .本题

的正确路径可以从函数的性质着手找寻规律 ，以解

f （x） － f （1 － x） 为突破口 ，不难证明 f （x） ＋

f （1 － x） ＝
2

2
，借助“倒序求和” ，即可得出 S ＝ 3 2 .

2 .说“审题”

不少教师认为 ，让学生说题不需要说审题过程 ，

事实上“学生说题教学法”不是不需要表达审题的过

程 ，反之对审题过程的解说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众所

周知 ，审题是解题的前提 ，也是正确解题的关键一步 ，

这一步一旦实施得不准确 ，解题又从何谈起 ？ 当然 ，

说题中学生说审题过程并非一字不漏地读题 ，而是

读 、思 、辩等多方面融合的过程 ，来甄别关键信息和有

效条件 ，排除干扰信息 ，有利于学生主动探究 、独立思

考和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 ，提高解题能力 .

例 2  回归分析问题中 ，可以以对数变换的方式

将非线性回归方程 y ＝ c1 ec2 x （c1 ＞ 0）转变为线性回归
方程 ，即两边同时取对数 ，令 z ＝ ln y ，则有 z ＝ c2 x ＋

ln c1 .类比以上方法 ，试求出函数 y ＝ x log2 4 x 的取值范
围 .

经过深入审题 ，可以得出本题中的关键信息是

“两边同时取对数” ，为解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这种

方法的渗透 ，则是让学生去参照和借鉴解题过程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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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学生抓住这一关键性信息 ，依葫芦画瓢取函数 y ＝

x log2 4 x两边的对数 ，即可得出 log2 y ＝ log2 （x log2 4 x ） ，整理

后可得 log2 y ＝ log22 x ＋ 2log2 x ＝ （log2 x ＋ 1）
2

－ 1

≥ － 1 ，则 y ≥
1

2
.这种推理类问题是新课程改革的产

物 ，也是近年来逐步兴起的一种创新性试题 .此类问

题的典型特征就是着手于题干的审视 ，着眼于方法与

过程的类比 ，为解题者指明解题方向 ，充分体现了新

课标中“学习即创造”的理念 .本题的命题意图在于考

查学生对对数运算知识和类比推理思想的掌握 ，在说

题教学中 ，解说者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解

说 ，先说一说类比材料 ，再解说问题的审题过程 ，即可

完整阐述审题过程 ，实现正确解题 .

3 .说“联系”

试题中所涉知识 、知识的选择和调度是答题的重

点 ，也是解决数学问题的灵魂 .倘若说“审题”是正确

答题的前提 ，那么说“联系” 则是完善答题路径的源

泉 .学生只有准确定位问题的指向 ，深度把握材料 ，并

能准确选择知识结构与内容 ，最好是说出具体运用的

知识点 ，才能真正意义上说出“联系” ，从而通过自身

的体验获得对学习的认知 ，将外在的知识内化为自身

的能力 .

例 3  已知椭圆 E ：
x2

a2 ＋
y2

b2 ＝ 1（a ＞ b ＞ 0）的半

焦距为 c ，原点 O到经过两点（0 ，b） ，（c ，0）的直线距离

为
1

2
c .

图 1

（1）试求出该椭圆的离心

率 ；

（2）如图 1 ，若椭圆 E过点
A 和 B ，且 AB为圆M ：（x ＋ 2）

2

＋ （y － 1）
2

＝
5

2
的一条直径 ，试

求出椭圆 E的方程 .

本题所涉知识点较多 ，有直线方程 、点到直线距

离公式 、椭圆的几何性质 、椭圆方程 、圆的方程 、直线

与圆的位置关系 、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等 ，解

说者只有一一将以上知识点分析和归纳出来 ，才能更

好地解题 .

4 .说“步骤”

在日常考试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学生知识

的运用较为贴切 ，而得分却不尽如人意 .究其根本 ，在

于他们的解题步骤上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和偏差 .因

此 ，说“步骤”在说题教学中较为关键 ，是帮助学生得

分的重要因素 .

例 4  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当 n ∈ N * 时 ，有

1

1 × 3
＋

1

3 × 5
＋ … ＋

1

（2n － 1） × （2n ＋ 1）
＝

n
2n ＋ 1

.

本题可以这样说题 ：从本题的问题类型着手 ，首

先找寻到本题的命题关键“先看项” ，从而对等式两边

的构成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找寻到隐含的规律 ，并明

晰以下问题 ：① 等式两边各有几项 ，② 项数与 n的值
是否相关 ，③ 从 n ＝ k至 n ＝ k ＋ 1等式两边会增加多

少项 ，增加的项是什么样的 .证明本题时步骤上需注

意 ：第一步中在思考“取 n的第一个值的命题形式”

中 ，需将第一个值代入通项 ，并考查该命题是否为真 ；

第二步在从 n ＝ k向 n ＝ k ＋ 1递推的过程中 ，需采用归

纳假设 ；与此同时 ，在证明第二步时还需凸显“凑”假

设和“凑”结论的过程 .

三 、实施学生说题法的思考

梳理学生说题法的应用历程 ，可以看出其为习题

讲评课带来的教学效能 ，足以见得学生说题法已渐渐

渗透到习题讲评教学之中 ，并与习题教学融为一体 .

笔者认为 ，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教学实施下 ，还需关注

到以下问题 ：

1 .精选说题内容

教师在将学生说题法渗透到习题讲评中时 ，首先

应着眼于从精选典型习题入手 ，从学生数学能力和数

学思想的展望出发 ，以提升他们多角度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为着眼点 ，以帮助学生掌握多种说题方法为

落脚点 ，让说题资源在链接学生解题经验和说题过程

间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 .

2 .创新说题方法

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指引下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

具体学情 ，创设良好的说题氛围 ，设计独具特色的说

题方法 ，实施创新说题的有益尝试 .随着微课等先进

教学理念进入课堂 ，为学生的创新说题创造了更多的

机会 ，而教师唯有立足学生的实际 ，深入探究说题的

方法 ，通过转变理念和创新形式 ，才能在根本上推动

学生说题法在习题讲评中落地生根 .

3 .注重参与广泛性

每个学生的智力和能力都是具有差异的 ，在语言

表达方面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教师可以分化复杂问

题 ，鼓励和点拨学生去合作交流 ，通过协同配合来共

同完成说题过程 ，从而有效防止教学活动变成少数优

等生的天下 ，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说题活动中

去 ，保证参与者的广泛性 .例如 ，可以通过让思维能力

强的学生提供思路 ，让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展示说题 ，

来营造更加美好的说题氛围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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