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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极课大数据下的初三数学试卷讲评教学实践探究

２ ０ １ ６ ０ １上海市松江 区 第 四 中 学 蔡燕华

初三数学测试频繁 ，试卷讲评如 同家常便饭 ，提

升试卷讲评课的教 学效果 ， 对于整 体初三数学教学

质量 的提升 有重大意义 ． 近一年来 ，我校数学组开始

使用 极课大 数据平 台进行试卷批阅与得分情况 的统

计 ． 该系统利 用 网络平 台 ，教师把试卷导人到极课软

件 系统 ， 生成标准化的极课试卷 ，学生利用软件生成

的答题纸进行作答后 ，教 师批阅打分并进行扫描 ，极

课 系统 自 动生成主观与 客观题每一道题 目 的 小题

分 ，并 生成相关可 以进行分析和利用的极课大数据 ，

对试卷讲评课教学提供了 重要 的参考依据 ．

―

、 透析总体 ，诊断考情 ， 定 制教学优化方案

登录极课系统后 ， 可 以看到 极课 系统对最近一

次考试 （ 练习 ）所做的相关数据 ， 包括本测试 的高错

题的易错题分布 ， 每位学生 的试卷详情 、错题情况 ，

每一小题的正确率
、
做对做错的 具体学生名 单及作

答详情等 ． 图 １
、 图 ２ 是松江 区 ２０ １ ６ 年二模试卷 ２２

题学生作答情况的相关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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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根据全班学生 的作答情况 ， 自 动生成相关

成绩报表 ． 由 图 ３ 、 文末图 ４ 班级学生成绩分布及试

卷难度与区分度分析 ，试卷总体难度适 中 ，学生作答

情况较好 ，在进行试卷讲评时 可 以适 当选择题 目 进

行针对性讲解 ， 不需 要进行逐 题讲 解 ． 由 表 １
、 图 ５

对每 道题的得分情况分析及知识点得分情况分析 ，

可 以 发现本次测试学生错误率较高 的题 目有填空题

第 １ ０
、
１ ５

、
１ ８ 题 ，解答题第 ２ ２

、
２４

、
２ ５ 题 ，其 中重点需

要分析 １ ５
、
２ ２ 和 ２ ５ 题 ，进一步分析对应知识点的得

分率情况可 以看 出 本次测试 中 学生对求锐 角 三角 比

的值 、垂径定理 、 比例 、三 角 形一边 的平行线 、梯形 、

相似三 角形 的判定及性质等知 识点失分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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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某次考试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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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班级成绩分布

表 １ 每道题得分情况

一

、选 择题 二 、填空 题 三 、 解答题

题 号 答案
错误

人数

高频错

误选项
题号

错误

人数
题号

得分

率

１ Ｂ ０
－

７ ０ １９ ９６
．
３％

２ Ｄ ０
－

８ ０ ２０ １ ００ ． ０ ％

３ Ｃ ２

Ａ ， Ｂ

（
１ 人 ）

９ ０ ２ １ ９４
．
４％

４ Ｃ ０
—

１０ ９ ２２ ４８ ．
９％

５ Ａ １

Ｂ

（ １ 人 ）

１ １ ４ ２ ３ ８ ３ ． ３ ％

６ Ｄ ３

Ｃ

（
２ 人 ）

１２ １ ２４ ６０． ２％

一

１３ ２ ２５ ２６ ． ５％

—

１４ １

－

１５ １ ８

—

１６ １

－

１７ ２

—

１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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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知识点得分情况

进一步通过极课大数据分析 ， 笔者发现所教班

级本次测试中相似三角 形的判定及性质相关知识点

的 得 分率 只 有 ６ ３％ ， 明 显 低 于年 级 平 均 得 分 率

７ ５ ％ ，涉及的题 目 有 ２ ３
、
２ ４

、
２ ５ 题 ，其中 ２ ３ 题得分率

为 ８３ ．３％ ， 与年级差距 ８ ．５％ ，
２ ４ 题为 ６０ ．８％ ， 与年

级差距 １０ ．９％ ，
２５ 题得分率为 ２ ６

．５％ ， 与年级差距

１
．
５ ％ ． 通过归类分析 ，在相似三角 形部分 ，班级与 年

级都存在一定 的差距 ，说 明大部分学生在此部分都

存在 问题 ，进行试卷讲评时 ， 教 师可 以就这些知识点

进行重点分析讲解 ， 帮助学生 消除障碍 ， 掌握解题方

法 ， 获得一定 的提高 ．

通 过上面有关数据及报表分析 ， 确定本次试卷

讲评课的重点在于对错误 率较高 的题 目 进行讲解 ，

帮助学生 纠正错误 ，分析得失 ，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提

炼概括 ，总结方法 ，让课堂更具针对性与 时效性 ．

二 、 聚焦 个体 ， 了解差异 ，
落 实个性化分层指导

试卷讲评教学的难点 在于每位学生错误的 差异

性 ， 教师 尽管通过对全班总体情况进行分析 ，选择 出

错误率较高 的题 目 进行重点讲解 ，但对单独 的个体

而言 ，仍然可 能 出现
“

教 的知识学生都懂 ，不懂的 都

没讲到
”

的情况 ． 很 多教师认为 ，学生 的很多 问 题在

试卷讲评课 中 得不到 很好的解决 ． 极课大数据系统

根据对所有学生每道题 目 的作答情况进行全样本 数

据整理 ，可 以 了解每道小题哪些学生做对 、 哪些学生

做错的具体名 单及试卷详情 ，统计每个学生的 高错

题与 薄弱 知识点 ． 如选择题第 ６ 题 （ 圆 与 圆 的位置 ）

统计只有 ３ 个学生错误 ， 在教学 中容 易忽略 ，但分析

错误名 单发现两个学生都 是班级 中等 以上 的学生 ，

他们对 圆 与圆的位置关系 知 识点掌握不够 ， 在教学

中应该 进 行个 别 指导 ， 突 破 知 识 盲点 ． 通 过分 析

图 ６
，可得到每个学生本次测试 的错误题 目 ，并能査

到相关错误作答详情 ， 以 及该生在本次 测试 中暴露

的薄弱知识点 ，教 师可 以针对具体的题 目 与 知识点 ，

对不同 的学生进行个别指 导 ，落实个性化分层教学 ，

使学生在试卷 中 出 现的不同 问题都得 到解决 ．

图 ６ 某个学生错误题号及薄弱知识点 情况

在试卷讲评教学中 ， 根据 每个学生薄弱知识点

的分析 ， 了解每个学生错题情况 ，课前通过大数据系

统呈现给学 生本次测试 的基本情 况 （ 平均分 、 易 错

题 、 各题得分率 、 难易度及 区分度等 ）
，让学生先进行

自我订正 ，那些 由 于马虎 、计算错误或看错题等原因

出错的学生是可 以进行 自 我订正的 ， 而
一

些不能进

行 自 我订正 的学生 ，可对照极课大数据中呈现的
“

学

霸试卷
”

或与 同伴交流共同解决错题 ，在 此期 间 ， 教

师可 在课堂上巡视 ，对解题有 困难 的学生适时指导 ．

三 、 关注 跟进 ， 加 强反 馈 ，设计针对性变式练 习

试卷讲评课后及时跟进 ， 对相关知 识点及时反

馈与练习 ，这对提 升讲 评效果 、 巩 固知 识有重 大意

义 ． 极课大数据系统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包 ，

学生可 以从系统里打印 出 每次测试 之后 的错题 ，进

行订正与整 理 ， 并可 以根据相应知识点 ， 在其题库里

寻找相匹配 的题 目 进行针对性练习 ．

极课大数据 为每个 学生保存 了完 整 的学 习档

案 ，让学生 了 解每个阶段 的 学习 效果 ， 在试卷讲评

后 ，学生可 以根据薄弱 知识点选择相应的补偿练 习 ，

跟着
“

学霸试卷
”

进行细致 的错题分析与订正 ， 教师

可 以登录 系统査 看学生订正情况及补 偿练 习 的效

果 ，做到 课堂 向 课后的 延 伸 ， 保证试卷讲评 的效果 ，

争取在下一次的测试中不 出 现重复 的错误 ．

笔者通过对 ２０ １ ６ 年上海各区 县初三数学二模

试卷的分析 ，发现普陀区 、 徐汇区 、 闵行 区 、 闸北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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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山 区这五个 区的 ２４ 题都是二次 函 数背景 下 的特

殊 四边形 （等腰梯形 、平行 四 边 形 、矩形 ） 问题 ． 通 过

极课大数据分析得到学生得分率分别 为 ６０ ．３ ％ （普

陀 ）
、 ３ ３ ％ （徐汇 ） 、 ６ ８

．２ ％ （ 闵行 ） 、 ６ ３ ．３ ％（ 闸北 ） ，失

分都 比较严重 ，所以在 进行闸北 区的试卷讲评时 ，笔

者针对二次 函数背景下 的特殊 四边形 的问题进行适

当的 变式练习 ， 总结分类讨论 的 出 发点及 做题方法 ．

问题（ ２０１ ６ 上 海 闸 北 二 模 ） 如 图 ７
， 矩形

ＯＭＰ ／Ｖ 的顶点 Ｏ 在原点 ，
Ｍ

、
Ｎ 分别 在 ｉ 轴 和 ｙ 轴

的正半轴 上 ， 〇Ｍ＝ ６ ， Ｏ ｉＶ ＝ ３ ， 反 比例 函数 ｙ 

＝ 
ｌ
的

ＪＣ

图像与 ＰＮ 交于 Ｃ ，与 ＰＭ交于 Ｄ ，过点 Ｃ 作 ＣＡ丄

？ｒ 轴 于点 Ａ ，过点 Ｄ 作 轴于点 Ｂ ， ＡＣ 与

交于点 Ｇ ．

（ １ ） 求 证 ：

／／ＣＤ；

（ ２ ） 在 直角 坐

标平面 内 是否存在

点 ￡
， 使 以 Ｂ

、 Ｃ 、

Ｄ 、 ￡ 为 顶 点 ，

为腰 的梯形是等腰

梯形 ？ 若存 在 ， 求

点 ￡ 的坐 标 ；
若 不

存在 ，请说 明 理 由 ．

变式 １ 在直 角 坐标平面 内是否存在点 Ｆ ， 使

以 Ｂ
、 Ｃ 、

Ｄ
、
Ｆ 为顶点 ， 构成平行 四边形 ？ 若存在 ，求

点 Ｆ 的坐标 ，若不存在 ，请说明理由 ．

变式 ２ 在直角 坐标平面 内 是否存在点 〇 ， 使

以 Ｐ
、
Ｃ

、
Ｄ

、Ｑ 为顶点 ，构成矩形 ？ 若存在 ， 求点 Ｆ 的

坐标 ，若不存在 ，请说明理 由 ．

四 、 小 结

有研究者调查初 中数学试卷讲评课时 ， 发现主

要问题有 ：讲评缺乏重 点 ， 没有一定 的拓展 提升 ， 缺

乏必要 的互动 ，讲评的方式单
一陈旧 ． 通 过极课大数

据系统 ， 聚焦学生 的 知识弱点 ， 进行重 点讲解 ， 对重

点难点 内容拓展提升 ， 运用 系统的图像采集 ， 展示学

生作答详情 ， 加强师生互动 ，促进讲评方式多元化 ．

（

一

）把握数据背后的原 因 分析 ， 对重点试 题 进

行恰 当 的归 类整理 ， 指导学生发 现 、揭 示和运用 规律

极课大数据系统提供了 大量有价值的数据 及统

计量 表 ，在运用时需要注意数据 的无 限性与分析 的

有 限性之间 的关系 ， 教 师在复杂 的 数据 中 及 时进行

总结分析 ，寻 找关键信息 ，对其进行适 当 总结归 纳 ，

诊断数据背 后的原 因 ， 对重点试题进行恰当 的归 类

整理 ，在课堂 中指 导学生 发现 、 揭示 和运用规律 ， 掌

握解题方法 ． 有研究 者认为试卷讲评时 ， 可以把试题

按照错误类 型 、知识技能和 思想方法三方面进行归

类 ， 如 表 ２ 所示 ， 帮助学生建立 清晰的分析模式 ．

表 ２ 试题分类的 标准 及示 例

归类标准 错误类型

解释 与示例

按答卷 中 出 现 的错误 类 型

进行分类 ，

一

般可分为 ：

１ ． 对概 念理解 不透甚 至错

误 ；
２ ． 审题 时对 题 中 的 关

键字 、 词 、 句 的 理 解 错 误
；

３ ． 思 维 定 势 的 负 迁 移 ； ４ ．

数学 模 型 建 立 失 当
；

５ ． 运

算错误… …

知识技能 思 想方法

按试卷上 同 知识技 能 的试

题进 行 归类 在
一

起 分 析 ，

可以 让学生 在教 师 指导 下

自 行 分析 ， 教 师 对典 型题

目 进行 分析讲评

按照试卷 中 涉及到 相 同思

想方 法 的 题 目 进 行 归 类 ，

一

般可分为 ：

１ ．
一 ■ 题 多 解 类 ；

２ ． 多 题一

解 类 ；
３ ． 用方 程 思想 解题 ；

４ ． 用 函 数 思 想 解 题 ；
５ ． 用

数形结合思想解题… …

通过极 课大数据系 统 ， 教 师 对学生错题进行分

类讲解 ，指导学生 掌握此类题 目 的解题方法 ， 提升思

维 品质 ．

（
二

） 利 用 大数据 系 统对典型题 目进行适 当 变式

练 习 ， 帮助学 生 纠正错误 ， 迁移正 确 的 解题方 法 ， 编

制专题练 习
， 促进 学生 深化理解知识

极课大 数据系 统为 教 师提 供 了 大量 的试卷信

息 ，教 师根据 学生 的错题 情况 ， 总结学生 的 典型 错

题 ， 编 制适 当 的 变式 练习 ， 形成 一类题型 的 专题练

习 ，为 初三数学专 题复 习提供参考 ， 突 破知识难点 ，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进一步理解与 掌握 ． 基于极课大

数据分析 ， 确 定学生难点 问题 ， 编制 了二次函数背景

下 的特殊 四边形问题 、相似三角 形 问题 、特殊三角 形

问题 ， 解直角 三 角形 的应用 ， 图 形的 运动 （ 翻折 、 旋

转 ） ， 四边形有关几何证 明 问 题等专题 练习 ，稳步提

升 了班级 中等学生的学 习水平 ．

（
三

）活 用数据加 强 师生 对话 ，提升 课 堂互动效

率 ， 激 发学生 参与课 堂 的积极性 ， 提升试卷讲评的 有

效性

利 用极课大数据 系统 ，对数据进行有效整理 ，活

用数据加强 师生对话 ，提升课堂互动 效率 ， 激发学生

参与课堂 的积极性 ，促进试卷讲评的有效性 ． 学生在

自 我订正及 与 同伴交流 的过程 中 ，能够不断强化 、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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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知 识 ， 并在思想 的碰撞中有所感悟 、
有所收获 ．

极课大数据系统收集 了所有学生每道题详细 的

作答图像信息 ， 整理分析学生 的作答情况 ． 教 师可 以

根据学生作答情况 ，对 于典型题 目 及常考题 目 ，在课

堂中呈现学生作答图 像 ，并让学生上 台讲解其思维

过程及难点突破 ，

一题 多解 的过程 由 学生讲解 ，促进

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 ． 教师也可 以呈现
一些常见错误

解法 ， 帮助学生消 除疑惑 ， 防止 同 类错误再 次 出 现 ．

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讲解 ，教师适 当点拨 、 补充 、总结 ，

让所有学生在课堂 中 有所听
、
有所讲 、有所 问 、 有所

思 、
有所获 ， 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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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距很大 ，相对而言 ，借助二级结论进行解答的学

生不仅思路清晰 ，而且运算量也要少得多 ．

注意观察和提炼 ． 面对一道题 ，并非很快就能 明

确其涉及的二级结论 ，在积 累 的 同时要注意提炼结论

的特点 ． 比如 前文所述的 ２０ １ １ 年江苏高考第 １ ８ 题 ，

题 目 有明 确 的特征 ， 即 Ａ
、
Ｐ 两个点关于原点对称 ；再

如平面向 量 中 的一条二级结论 ：若 ；１孩＋
；

？ 應＝￥ ，

则三个点 Ａ
、
Ｂ 、Ｃ共线的充要条件是 Ａ＋

＂
＝

ｌ ． 它的特

征就有两个 ：

“

三点共线
”

和
“

系数相加为 １

”

，

一旦观察

到题 目有此类特征 ，就 自 然可 以联想这条结论 ．

注重一些结论 的再提炼 ． 问题总是这样 ，每当思

考深挖 ，便有新的收获 ， 往往会生成副 产品——新的

二级结论 ． 若从另外一个视 角实施本题 的恒等变换 ，

不难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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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得到一个有趣的
“

副 产品
”

： 当 Ｏ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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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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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因 为 （

ｇ

＋￡ｉ
）
＋ （
过＋ 

义
）
＝

２ ，所以

￡ｌ
＋ 

￡ｉ
＝
ｄ＋ｄ＝ ：ｌ

ａ
２

ｂ
２

ｂ
２

ｂ
２
＾

ｂ
２丄

．

至此 ，得 到 了 更强的 结论 ： 当 （ｆ 

＋
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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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时 ，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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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ａ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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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积累 由 此产生 ．

观察拓思路 ，积累得新知 ． 相信只 要具备敏锐的

洞察力 、丰富 的积累以及再挖掘意识 ， 这些二级结论
一定会成为数学求知 路上 的好帮 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