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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引入心理学的共情思维 ，分别从学情分析 、师生对话 、命题意图 、桥梁与纽带四个步骤 ，构

建基于共情思维的高中数学二轮复习试卷讲评课模式 ，并通过教学案例的实施 ，提升二轮复习讲评课的质

量 ，提高学生解题的迁移能力 ，提升学生的学科关键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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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二轮复习与一轮复习相比 ，做试卷的数

量和频率明显增多 ，试卷讲评是整个二轮复习的

重中之重 .现行的试卷讲评课大多形式比较单一 ，

以“填鸭式” 的灌输为主 ；注重考情分析 ，缺少学

情分析 ；注重知识落实和试题解法 ，缺少思维拓展

和能力迁移 ；注重师生互动 ，缺少情感共鸣 .鉴于

此 ，笔者引入“共情思维” ，构建高三二轮复习讲评

课的新思路 ，以期能提高课堂效率 ，提升学生的学

科关键能力 .

1  共情思维课堂教学模式
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具有三个特征 ：第

一 ，接纳他人观点 .共情强调接受他人不同观点 ，

即换位思考 、感同身受 .第二 ，不妄加评判 .不因为

主观臆断而忽略他人的真实感受 .第三 ，理解式对

话 .共情需要理解他人的情绪 、意识和认知关系 ，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话［1］
.笔者在学习其他学者

研究的基础上 ，将共情思维在试卷讲评课中的应

用分成四步实施 .第一 ，进行学情分析 ，全面理解

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 ，构建师生共情 ；第二 ，引导

学生理解教师的讲解意图 ，深化师生共情 ；第三 ，

深入理解命题者的意图 ，与命题者共情 ；第四 ，探

寻学生解题思路和命题意图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

实现师生和命题人三者共情 .

1 .1  进行考情分析 ，明确学生思维障碍

考试结束后 ，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考情分析

之外 ，还需要对学生进行学情分析 .每个学生出错

的原因不尽相同 ，如果采用谈话沟通的方式可能

需要大量时间 ，影响试卷讲评进度和时效性 .学生

解题出错的原因大致可分为 ：根本没有思路 、数学

计算错误 、数学公式定理运用出错 、有思路但思路

不完整 、套用以前试题的解题方法 、忽略试题的特

殊情况六种情况 .因此 ，教师可以设置调查问卷 ，

让学生写出自己出错的详细原因后 ，教师对调查

问卷进行整理和归类 .由于是二轮复习讲评 ，所以

我们要重点研究后三种出错原因 .对于有思路但

思路不完整的 ，教师需要探寻学生思维的阻断点 .

对于套用以前试题解题方法的 ，教师需要研究本

试题与以前试题间的差异性 ：为什么这两道试题

不可以采用同样的解题方法 ？试题表述和设问以

及解题思路的差异在哪里 ？对于忽略试题特殊情

况的 ，教师需研究 ：为什么学生忽略了特殊情况 ？

以前有没有做过相似的试题 ？除了这道试题有特

殊情况之外 ，还有哪些题型也有特殊情况 ？

明确学生的思维障碍之后 ，教师在授课的过

程中需要站在学生立场 ，对其出错原因和思维障

碍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共情 .笔者在课堂教学中 ，往

往将学生出错的案例说成自己出错的案例 ，说“第

一次我是这样做的 ，感觉不对 ，第二次我又是这样

做的 ，感觉也不对” ，通过这种形式 ，激发学生的探

究欲 ，引起师生间的共情 ，让学生耐心倾听并接纳

教师给出的解决方法和学习建议 .

1 .2  师生思维对话 ，扫除思维屏障

试卷讲评时 ，教师和学生之间要有思维对话 .

思维对话的焦点就是学生的思维障碍 ，教师可让

学生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解题思路 ，并对学生的解

题思路给予充分肯定 .遇到学生思维受阻时 ，教师

要与学生一起共情 ，可以尝试着说“下面是大多数

同学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了”“下面是优秀学生很

容易出现问题的节点”“我刚参加工作时 ，也常常

在这里出现问题”“去年我班第一名的同学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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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问题了”等 .通过语言共情 ，鼓励学生大

大方方地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 ，减少学生的紧张

感 ，防止学生觉得做错题目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这

时教师先不要去纠正学生的思维错误 ，可以让他

们广泛讨论 ，形成思维辩论 .理越辩越明 ，学生在

辩论的过程中 ，无论是对还是错的一方 ，都会有或

多或少的同学一起与之共情 ，这样不仅能增强师

生之间的共情 ，还能加强学生之间的共情 .通过思

维交流 、思路碰撞 ，彻底扫除学生的思维屏障 ，突

破思维关键节点 ，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 .

1 .3  探讨命题意图 ，研究命题思路

考试既是考学生也是考教师 ，因此 ，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可与学生站在同一立场 ，一起共情 ，共同

研究命题思路 .我们可以这样说 ：“命题人挺有水

平啊 ，就这么一道试题 ，居然让我们不得分 ，让我

们来分析分析他的命题意图 ，他想考我们什么知

识和能力 ？这道试题最关键的突破点在哪里 ？跟

我们平时做的练习题有什么差异 ？如果相同 ，共同

点在哪里 ？如果不同 ，差异性在哪里 ？采用了什么

思维 ？是逆向思维还是变式思维 ？ ”通过这种共

情 ，能进一步加强师生合作 ，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

1 .4  构建学生思维与命题意图间的桥梁和纽带
试卷讲评课包含了三种思维 ：教师讲评思维 、

学生答题思维 、命题者命题思维 .学生答题思维和

命题思维不一致时 ，学生就会出现错误 .试卷讲评

课的目的就是根据答题思维和命题思维的差异 ，

采取一定的教学策略 ，将学生的答题思维引向命

题思维 ，从而达成教学目标［2］
.教师的讲评是学生

思维与命题思维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其作用是使

三种思维达到统一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

延伸和拓展 ，实现能力迁移 ，提升学生关键能力 .

2  教学案例
2 .1  考情分析

以一道典型的三角函数题为例 ，对学生的思

维障碍进行整理和归类（表 1） .

例  设函数 f（x）＝ 12cos2 x －4 3sin xcos x －5 .

（1）求 f （x ）的最小正周期和值域 ；

（2）在锐角三角形 A BC 中 ，角 A ，B ，C的对
边长分别为 a ，b ，c .若 f （A ） ＝ － 5 ，a ＝ 3 ，求
△ A BC周长的取值范围 .

表 1  思维障碍整理和归纳

出错的类型 有思路但思路不完整 套用以前试题解题方法 忽略试题的特殊情况

出错人数 16 {7 z6 敂
出错原因分析

用正弦定理构建函数

没有化简到最后
用余弦定理和基本不等式

忽略“锐角三角形”的

隐藏条件

下面是共情思维课堂教学的片段 .

师 ：我第一次做这个题目 ，是这样做的 ，同学

们有没有跟我的解法一样的 ？

解  （1） f （x ） ＝ 12cos2 x － 4 3 sin x cos x －

5 ＝ 6cos 2 x － 2 3 sin 2 x ＋ 1 ＝ 4 3 cos 2 x ＋
π

6
＋

1 ，所以最小正周期 T ＝ π ，值域为［ － 4 3 ＋ 1 ，

4 3 ＋ 1］ .

（2） 由 f （A ） ＝ － 5 可 得 12cos2 A ＝

4 3 sin A cos A ，因为 △ A BC为锐角三角形 ，所以

3 cos A ＝ sin A ，即 tan A ＝ 3 ，A ＝
π

3
.根据余弦

定理知 a2 ＝ b2 ＋ c2 － 2bccos A ＝ b2 ＋ c2 － bc ，则

3 ＝ （b ＋ c）2 － 3bc ≥ （b ＋ c）2 － 3
b ＋ c
2

2

，即（b ＋

c）2 ≤ 12 ，当且仅当 b ＝ c时等号成立 .所以 b ＋ c
的最大值为 2 3 .

又因为锐角三角形 A BC 中 b ＋ c ＞ a ，所以

3 ＜ a ＋ b ＋ c ≤ 3 3 .所以 △ A BC周长的取值

范围为（ 3 ，3 3 ］ .

生 1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做的 ，英雄所见略

同啊 .

师 ：这么多跟我解法一样的 ？很是荣幸啊 .我

们这么做对吗 ？

生 2 ：第二问你们这样做看起来天衣无缝 ，但

是这是不对的 .

师 ：哪位同学能代表我将解题思路讲一下 ？

如果你们发现问题 ，可以随时指出来和这位同学

辩论一下 .

生 3 ：让生 1代表我们讲一下 .

生1 ：本题求周长即求 a ＋ b ＋ c的取值范围 ，a
边已知 ，利用余弦定理把 b ＋ c和 bc放到一个式子

中 ，然后利用基本不等式 bc ≤
b ＋ c
2

2

，建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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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b ＋ c的不等式 ，求出最大值 .又因为 △ ABC为
锐角三角形 ，所以根据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

边 ，求出周长的具体范围 .

生 4 ：这个解法是错误的 .错误原因是锐角三

角形的条件运用得不充分 ，没有体现三个角都是

锐角 ，求周长的范围时 ，左边只是应用了三角形两

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所以上面做法中的范围不准

确 .应该用正弦定理 ，把边转化成角 ，消元 ，把三个

角消成一个角 ，利用锐角三角形三个角都是锐角

的条件 ，解出变量角的准确范围 ，这样把周长构建

成角的函数 ，解出范围 .下面是正确解法 ：

由 f （A ） ＝ － 5 可得 12cos2 A ＝ 4 3 sin A ·

cos A ，因为 △ ABC为锐角三角形 ，所以 3 cos A ＝

sin A ，即 tan A ＝ 3 ，A ＝
π

3
.由正弦定理

a
sin A ＝

b
sin B ＝

c
sin C ，得 b ＝ 2sin B ，c ＝ 2sin C ＝

2sin 2π

3
－ B ，所以

a ＋ b ＋ c ＝ 3 ＋ 2 sin B ＋ sin 2π

3
－ B

＝ 3 ＋ 2 sin B ＋
3

2
cos B ＋

1

2
sin B

＝ 3 ＋ 2
3

2
sin B ＋

3

2
cos B

＝ 2 3 sin B ＋
π

6
＋ 3 .

因为 △ ABC 为锐角三角形 ，所以 0 ＜ B ＜

π

2
，0 ＜ C ＜

π

2
，即

0 ＜ B ＜
π

2
，

0 ＜
2π

3
－ B ＜

π

2
，

解得
π

6
＜

B ＜
π

2
.所以

π

3
＜ B ＋

π

6
＜

2π

3
，

3

2
＜

sin B ＋
π

6
≤ 1 ，即 3 ＋ 3 ＜ 2 3 sin B ＋

π

6
＋

3 ≤ 3 3 ，所以 △ A BC 周长的取值范围为（3 ＋

3 ，3 3 ］ .

生 1 ：哦 ，这是我的失误 ，马失前蹄 .

2 .2  探讨命题意图
我们可以说 ：“命题人挺有水平啊 ，就这么一

道试题 ，居然让我们不得分 ，那我们来分析分析他

的命题意图 .他想考查我们什么知识和能力 ？ 这

道试题最关键的突破点在哪里 ？跟我们平时做的

练习题有什么差异 ？ 如果相同 ，共同点在哪里 ？

如果不同 ，差异性在哪里 ？ 采用了什么思维 ？ 是

逆向思维还是变式思维 ？ ”

学生广泛讨论 ，最后师生一起共情 ，对命题意

图进行深度剖析 ：

考查知识和能力 ：正余弦定理解三角形 ，构建

函数解题的能力 .

思维关键突破点 ：利用“锐角三角形”三个角

都是锐角的隐藏条件 ，可以求出变量角的具体范

围 ，利用正弦定理把三角形的边转化成角 ，把周长

构建成角的函数 .

与平时练习题的差异 ：平时的题目条件中没

有“锐角三角形” ，求周长范围构建函数可以用边

表示 ，利用基本不等式运算比较简单 ；也可以把边

转化成角表示 ，变量角的范围仅仅是三角形中的

限制 .

考查的思维方式 ：构建函数 ，变式思维 .

2 .3  构建桥梁与纽带
学生的解题思维是利用周长公式和基本不等

式直接求范围 .

命题思维 ：解三角形是高考的必考内容 ，学生

解题时须准确使用题目中“锐角三角形”的隐藏条

件 ，避免出现“会做但是得分不全”的情况 .正余弦

定理的边角关系是桥梁与纽带 .若将本题中“锐角

三角形”这一条件改为“钝角三角形” ，其余不变 ，

又该怎么做呢 ？

3  结束语
在高三二轮复习试卷讲评课中通过四个共情

步骤 ，构建共情思维课堂 ，能深度发现学生的思维

障碍 ，加强思维碰撞 ，明晰命题者意图 ，达到命题

思维 、解题思维和教师讲解思维三者统一 ，提高课

堂效率 ，增强学生的探究兴趣 ，提升其学科关键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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