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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试卷讲评方式提升数学教学实效
王克进

湖北省天门外国语学校431700

[摘要]考试既是考查学生对阶段性知识的掌握情况．又是衡量教师阶段性教学成效的主要标尺．既然考

试是全方位检验师生教与学效果的栽体．那么试卷讲评则能反馈出师生个体在教学中的缺憾．文章

认为通过创新讲评方式，可起到巩固、提升与查漏补缺的作用，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阐述：回归概念，

优化方法；反思失误，查漏补缺；赏析精彩，分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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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讲评是指通过对学生答题情

况与对考核内容的分析．起到纠正错

误、巩固提升、查漏补缺等教学成效．试

卷讲评的作用在学生层面主要体现在：

让学生吸取错误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

验．完善认知体系．发展数学思维；在教

师层面主要体现在：帮助教师发现自身

教学中的漏洞与不足．为教师提供总结

与反思的依据．从而改进教学方式．提高

教学质量Ⅲ．鉴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

执教经验．针对试卷讲评的方法进行了

研究与创新．现整理成文．与同行共享．

(勘回归概念，优化方法

概念是数学的基础．是解题的依托．

试卷中．有不少新颖的问题让学生感到

手足无措．若将这些问题回归到最基础

的概念去思考．则可能会柳暗花明．因

此．当学生拿到试卷时．教师可先不着

急进行讲评．而是让学生浏览一遍自己

的错题．并与周边的同学互相比较、交流

选择题与填空题中的一些错误．

要求学生在交流过程中．带着如下

几个问题进行反思：我为什么会错?是

解题方法问题还是概念不清?抑或是小

题大做还是真的不会?学生反思的同时

也听听其他同学的解题意见．在自己身

上寻找错误根源．学会欣赏别人简洁、巧

妙的解题方式．在取长补短中获得进步．

例1由6根(长度一样，直径忽略)2

米长的钢管焊成一个三棱锥形状的架

子．并在此钢架内放入一个球体．求该

球体的最大表面积．

本题错误率较高．笔者与部分学生

进行了交流．发现学生出现失误的主要

原因有两个：将三棱锥形的框架理解成

了四面体．计算时，认为球体与四面体

的各个面呈相切的关系：在求球体的半

径时．方法过于烦琐复杂．计算冗长．第

一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对概念的理

解不够透彻．第二种错误发生的原因是

没有能够优化解题方法．

分析本题．会发现满足题意的球体

的半径与正三棱锥的中心点到棱的距

离是相等的关系．以此联想到正方体的

图形．将正三棱锥的棱理解成正方体六

个面的对角线．以此可构造出一个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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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待求球的半径恰巧就是该正方体的

中心到各面的距离．此距离即为正方体
1

棱长的±．因为正方体面的对角线的长
2

度为2．计算可得，棱长为＼／虿，球的半

．ri径即为旦．由此可确定球体的最大
2

表面积为2耵．

这种解题思路快速、简洁、准确，不

仅避开了繁杂冗长的计算．还帮助学生

理清了此类题的解题方法．融会贯通的

同时巩固并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

理解与应用．为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优化学生的解题

思路与方法提供了保障．

(葫反思失误，查漏补缺

试卷讲评的关键性目的在于解决

学生“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解题问题．

不少学生在解题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看似都会．一做就错：老师讲的都会，讲

完又忘了．为了避免这些现象．试卷讲评

时．教师应见微思著．通过对错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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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分析．及时发现自身在教学中存

在的漏洞与缺陷．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指出并填补学生思维上的不足．以杜绝

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例2已知曲线c：y一立竺里生和直
2

线Z：_y础+m只有一个公共点，则m的取值

范围是什么?

学生常见的解题错误是将曲线化

成戈z+4俨=20．再根据直线与曲线只有一

个公共点的条件．联立方程并化简可得

5x2+8rex+4m：一20--0．由△--0解得m=±5．

出现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关

注变量y的取值范围．其取值范围应为

(一。。，0]．若用数形结合法作出相应的

图像．很容易就得到一2＼／了<m≤2、／了

或m=一5，这种解题方式生动、直观、明

了．值得推荐．

因此．教师在讲评此题时．可从以

下两点进行引导：数形结合思想是解决

问题时常用的一种数学思想．不论是以

形助数．还是以数辅形．都能有效地避

开思维的死角．这种数学思维既直观又

简便：利用函数定义域优先原则．将解

析几何与函数问题放在一起进行归纳、

总结．

通过教师的讲评．让学生认识到脱

离了变量的取值范围．问题则毫无讨论

的意义．在本题中．学生出现失误的关

键性因素就是忽略了问题中所存在的

隐含条件．同时又受思维定式的影响．

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当教师讲

评到此处时．应做适当的留白与停顿．以

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也要鼓励学生通

过动手画图、合作交流等方式进行独立

思考与自主探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

免发生重蹈覆辙的情况．

此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从

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与思考问题．鼓励学

生想一想避免出现类似失误的方法还

有哪些．让学生在自主分析与探究中．优

化解题思路．提高解题能力．

◇赏析精彩，分享成功
每次考试．总有学生会呈现出令人

眼前一亮的解题方法．哪怕有些只是小

小的新意．看似微不足道．但也是确实

存在的优点．因此．教师在阅卷时．应关

注到学生的长处．尽可能地挖掘学生存

在的创意．将这些精彩片段进行整理、分

析．以便讲评试卷时分享给其他学生．让

学生在赏析同伴精彩的解题过程时．感

知数学独有的魅力．

分享成功案例的方式．对创新意识

较强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鞭策与鼓舞．

学生在赏析精彩解题过程中．会形成一

种健康、积极的情感倾向．这是一种正

向的学习力量．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容易

产生探索欲．对丰富多彩的数学世界心

生向往E“．

例3设函娄殳厂(戈)=zl心(戈>o)．

问题：(1)函娄嗷z)的最小值是多少?

(2)若F(x)=删2可7(石)(o∈R)，求函

数F(戈)的单调性：

(3)曲线y_-f'(z)与斜率为＆的直线，

分别相交于点A(91，Y1)，B(x2，Y2)，Xl<X2，

求证：∞。<÷如：．
学生基本都能正确求解前面两问．

在此不加以赘述．对于第三问．大部分

学生采取分析法。用“执果索因”的方式

来进行求证，具体过程为：

因为A：￡堕!堕
石2—Zl

：—lnx2-—1n*·．想
戈2—石l

要证明xl<÷屯2，就是证明戈。<_：生：L<
托lnx．一l吡，

x令￡：一．我们只要证明1<兰兰<￡．因2．x2
石l

Int

为t>1．所以Int>O．等价于证明Int<t一1<

tInt(t>1)．

①设g(f)=卜Int一1，g’(f)=1—1(￡>

1)，g’(￡)>o，所ag(t)在[1，+o。)上单调

递增．在t>l H寸，g(f)=￡一Int—l>g(1)--0，也

就是t—l>Int(t>1)．

②设h(t)=tInt—t+l(t>1)，h7(t)=lnf>

O(t>1)，所有矗(f)在[1，+∞)上单调递增．

所以，f>l时，t-l<tInt(t>1)．

综合①②可知．Int<t—l<tInt(t>1)成

立．由此可证明该不等式成立．

阅卷时．笔者发现有一位学生的证

明思路与大部分学生不一样．证明过程

大致为：设直线方程y=k戈+6(k>O)和曲

线方程y=l眦+1联立，消除y，可得玩一1眦+

b-1=0，让危(咒)=kx—lnx—l+b，根据已知，

X=X，，X=X：(搿。，戈：>0)为函数危(石)的两个零
1

点(仅有的两个)．因为矗’(戈)=％一1，根据
并

1 1

h’(戈)=09得戈=二，因此^(戈)于戈=二处
丘 后

可取得极值，也就是不论南(大于o)取什

么值，^(戈)的两个零点都在x=一1的两侧，
k

1

同时因x，屯，。所以戈。<二屯，，由此得证．
。

丘
。

试卷讲评时．笔者让该生将他的解

题方法讲给其他学生听．所有学生都用

崇拜的目光看向他．一个个都被这位学

生精彩的证法所折服．无需教师多言．大

家就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了这位才华

横溢的学生．该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

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拓宽了学

生的视野．还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思维方式．在欣赏该生能力的同时．不少

学生也感受到数学独有的魅力．分享燃

起了大家的学习热情．

试卷讲评除了理清解题思路外．还

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有些学生受认

知水平的限制．在某些知识点的理解上

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教师有足够

的耐心，结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寻找

到思维的突破口．通过逐层递进的方式

因势利导．引导学生感悟相应的基本知

识与解题方法．在获得良好学习体验的

同时．提高解题能力．

总之．试卷讲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更重要的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提炼．

教师在巩固与提高学生基础知识的基

础上．更应注重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

养．让学生将阶段性的学习内容整合成

相应的知识脉络．并内化到认知体系

中．以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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