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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之一.
数学讲评课是数学教学中的一种重要课型，在讲评课的教学中，常见的不良现象有：教师没有深入理解概

念，不突出通性通法，甚至仅仅罗列解法.学生思维的参与度低，佩服老师的能力，但一节课下来掌握程

度不高.这种现象造成学生内化程度降低，从而过分依赖大量练习、题型覆盖，虽有一定学习效果，但投

入和收效不成正比，试题一变，学生往往束手无策,导致解题效率低下.精评缘于细品

笔者认为，上好讲评课的关键在于“评”字，教师要根据学生答题情况,生成相应的教学对策，从夯

实基础、提高能力、提升素养三个角度考虑来“评”.下面笔者就如何上好讲评课，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以期抛砖引玉.

1 细品错因,夯实基础

讲评课上,对于学生错误较多的问题，教师要根据学情,善于采取以错制错，以误导悟的方法，用多媒

体投影展示典型的错解，让学生暴露自己的思维过程,从而找到数学交流的切入点,激发起学生学习的热情.

在师生思维的碰撞中,让学生深刻地理解知识.

例 1 函数
5xy

x a





在 ( 1, )x   上单调递减，求a的取值范围.

师:展示学生的解法

生 1 解法:因为 2

( 5)
( )
ay
x a
  


,则 0y  在 ( 1, )  上恒成立,解得 5a   .

生 2 解法:因为 2

( 5)
( )
ay
x a
  


,则 0y  在 ( 1, )  上恒成立,则 5a   且 x a 在 ( 1, )  上不为

0,即
5

,
1 0
a
a
 

  
解得 5 1a    .

生 3 解法:同生 2解法解得 5 1a    ,又当 5a   时,函数 1( 1)y x   ,不合题意,舍去.故 a的

取值范围为 5 1a  ＜ .

师:让学生讨论、辨析以上三种解法,最后总结指出解决函数单调性问题的注意点:1.必须首先考虑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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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定义域,一定要遵循“定义域先行”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生 1 的错误；2.函数 ( )f x 在D上单调递减

与 ( ) 0f x  在D上恒成立并非等价,还要考虑常数函数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生2的错误.生3的解法是正

确的．

接着,教师展示解法四.

解法四(分离常数法):

( 5) 51 ,x a a ay
x a x a

   
  

 
则有

5 0
,

1 0
a

a


  

＞
解得 5 1a  ＜ .

师:让学生辨析解法三和解法四两种不同的解题策略，对两种解法作出总结，归纳出解决已知函数单

调性求取值范围问题的方法.解决这类问题,一般是先考虑函数特征，如果是由简单的初等函数经过变换而

得到,则可结合图像处理,否则利用导数工具来求解.

面对错解，教师不是代替学生思考,直接指出错误原因，给出正确答案，而是通过查错、思错、纠错

活动，使其充分暴露出错的过程，并在分析讨论中生成正误知识的辨析点.这样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已完成

的思维过程进行周密且有批判性的思考，对数学本质产生新的顿悟，提升思维监控能力，深刻理解知识本

质,夯实了基础,提高了复习效益.

2 细品解法，提高能力

试题讲解前教师充分收集学生的解题思路,或在上课时使学生的想法完全暴露，然后教师引领，师生

共同合作完善解题过程，长此以往，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会使学生解完题目后有一种

成功的喜悦感，从而对数学产生兴趣.

2.1 一题多解

教师在试卷评讲时，如果每道题都采用常规思路，对学生的求异思维敷衍了事，可能会扼杀学生思维

的发散，进而缺失对数学进行探究、进行深层次思考的热情.教师若能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出发，和学生

一起分析，寻找有效信息，制定解题策略，多尝试多转化，学生的参与度就会提高，学生才会更容易将所

学知识内化，实现知识网络的重新构建，从而使学生研究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例 2 （2018 年福建省质检卷理科第 16 题）

在平面四边形 ABCD中， 1 5, , 2 ,AB AC BD BC BD BC   ， 则 AD的最小值为 .

解法 1：（从角入手）设 , ,BAC ABD     则 ,
2

ABC   

在 ABC△ 中，
2 6 2 5 cos ,BC   又 ,

sin sin
BC AC
BAC ABC


 

得 cos 5 sin ,BC  



在 ABC△ 中，
2 2 2 2 cosAD AB BD AB BD     ，又 2 ,BD BC

可得
2 25 8 5 cos 4 5 sin 25 20sin( ),AD          得 min 5.AD 

解法 2：（从边入手）令 2 2 ,BD BC m  ,ABD   则 (0, ), ,
2 2

ABC     

在 ABC△ 中，
2 2 2 2 cos ,AC AB BC AB BC ABC     又 cos sin ,ABC   

所以
25 1 2 sin ,m m    所以

2 4 24 12 16sin ,cos ,
2 2
m m m
m m

    
 

则在 ABD△ 中，由余弦定理可得
2 2 44 1 2 12 16AD m m m      ，因为 ABC△ 为钝角三角形，

得 5 1 2,m ＜ ＜ 通过令
24 1m x  ，可解得 min 5.AD 

解法 3：（坐标法）以 B为原点，以 AB


为 x轴正方向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则 ( 1,0)A  , 5AC  ,设 ( 5 cos 1, 5 sin ), ,C BC r   则可设 ( 5 cos , 5 sin )C   ，

因为 ,
2

CBD 
  所以 (2 cos( ), 2 sin( )),

2 2
D r r   

即 ( 2 sin ,2 cos ),D r r  所以
2 25 20sin( ),AD     可解得 min 5.AD 

解法 4：（解析法）同解法 3，得到
2 2 5 sin ,

2 2 5 cos 2,
D C

D C

x y

y x





    


   

所以D在圆
2 2: ( 2) 20E x y   上，因为 ( 1,0)A  在圆 E内， 5,AE 

所以当D为射线 EA与圆 E的交点时， min 5.AD 

解法 5：（几何法）过 B作 ,BE AB 且
1 ,
2

BE  则
5, ,
2

CBE ABD AE   

则有 ABD EBC△ △ ,所以
52, 2 2( ) 2( 5 ) 5.
2

AD AB AD EC AC AE
EC BE

       

当且仅当 A E C、 、 三点共线时，等号成立.得 min 5.AD 

讲评题目切不可就题论题，“一解而过”，而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度探究，充分挖掘试题背后

隐性的价值和内涵，拓展学生数学思考的视角，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1］

.

2.2 一题多变

变式是通过对数学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突出问题的本质特征，引导学生从“变”的现象中发



现“不变”的本质，从“不变”的本质中探索“变”的规律.

例 3(2012 年高考全国Ⅰ卷理科第 12题)设点 P在曲线
1
2

xy e 上，点Q在曲线 ln(2 )y x 上，则 PQ

最小值为（ ）A.1 ln 2 B. 2(1 ln 2) C.1 ln 2 D. 2(1 ln 2)

教学活动 1:分析与解

分析：常规思路是设动点坐标 1
1

1( , )
2

xP x e ， 2 2( , ln 2 )Q x x ，列出 1 2= ( , )PQ f x x ，再求最值.显然双动

点难度很大.注意到指对数函数的关系，发现
1
2

xy e 与 ln(2 )y x 互为反函数，图象关于 y x 对称，则

1 2 0| | 2PQ d d d   ，其中 0d 是点 P 到直线 y x 的距离.将问题转化为求“曲线
1
2

xy e 上的点到直线

y x 的距离的最小值”.

略解：因为
1
2

xy e 与 ln(2 )y x 互为反函数，所以这个函数的图象关于 y x 对称，

1
2

xy e 上的点
1( , )
2

xP x e 到直线 y x 的距离为

1
2

2

xe x
d


 ，设函数

1( )
2

xg x e x  可得

min( ) 1 ln 2g x   ,则 min
1 ln 2

2
d 

 ,故 PQ 最小值为 min2 2(1 ln 2)d   ，选B .

教学活动 2:归纳总结

双动点问题力求向单动点问题转化，这是基本思路.观察并发现两函数的特性，根据它们互为反函数

的图像特性，把所求的点点距离转化为点线距离，构造函数求解.观察、分析、转化，这就是考查能力.利

用图形的对称性将问题转化为解析几何问题，从而形成从数到形的转化，将一类知识迁移到另一类知识情

境中创造性解决，这就是创新能力，就是学科素养．

教学活动 3:变式拓展

变式 1：设点 P在曲线
xy e 上,点Q在曲线 lny x 上,则 PQ 的最小值为 ( )

A. 1e  B. 2 1C.1
e

 D.2 答案:B

变式 2：设直线 x t 与函数
2( ) , ( ) lnf x x g x x  的图象分别交于点 ,M N 则当 MN 达到最小时 t



的值为（ ） A.1 1B.
2

5C.
2

2D.
2

答案:D

变式 3：已知函数 2( ) -g x a x (
1 ,x e e
e
  为自然对数的底数)与 ( ) 2lnh x x 的图象上存在关于 x轴对

称的点，则实数 a的取值范围是（ ）

2

1A. 1, 2
e

   
2B. 1, 2e   

2
2

1C. 2, 2e
e
    

2D. 2,e   答案:B

变式 4：已知函数 21( ) ln , ( ) ,
2 2

xxf x g x e    对于 a R  ，  0,b   使得 ( ) ( )g a f b 成立，

则b a 的最小值为 （ ）

A.ln 2 B. ln 2 C.2 3e  2D. 3e  答案:A

变式 5：若实数 , , ,a b c d 满足 2 2 2( 3ln ) ( 2) 0b a a c d      ，则 2 2( ) ( )a c b d   的最小值为（ ）

A. 2 B.8 C.2 2 D.2 答案:B

试题讲评要透视问题的本质，挖掘背景，更多地关注试题的共性、本质.立足于此,对试题进行有效变

式.利用变式,归纳知识点、提炼数学思想方法，总结学习经验,可以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也摆脱了

“题海战术”.引导学生思考与试题同类的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其解法，找出解答这一类题的技巧和方

法．解题后要把解题中所联系到的基础知识与各知识有机地“串联”成知识线，“并联”成知识网，有利

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细品反思,提升素养

试卷讲评课承担着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独立思考、辩证地分析问题、评价和创新等高阶思维能力的任

务
[2]
．所以,教师还要去关注如何培养学生思维、提升学生的素养.笔者认为,引导学生反思是种有效的手段.

费赖登塔尔教授指出:“反思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核心和动力.”在引导学生反思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的同时,

也要鼓励学生反思数学知识的应用过程.当前高中数学解题教学中比较流行的做法是“灌输方法，模仿训

练”，其实这会导致学生养成生硬套用解题方法的不良习惯，同一种题型的数学问题，稍微改变一下，学

生还是做不出来.学生的解题后反思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数学解题能力的高低.因此,教师应重视加强

对学生解题后反思的习惯的培养，真正做到“授之以渔”.讲评课教学，可以引导学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反思.

3.1 反思错误原因

对于一道错题,学生的错误是五花八门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反思错误的原因:审题不当产生的错误、书

写不规范产生的错误、阅读理解能力不足产生的错误、数学方法选择不当产生的错误、数学知识方法转化



不当产生的错误、推理不严谨产生的错误、运算求解能力不足产生的错误、数学思想掌握不到位产生的错

误、数学概念和公式模糊不清产生的错误、不良考试心理产生的错误等等.学生只有认真反思错误原因,才

能真正找到“病根”，然后才好“对症下药”.

3.2 反思思想方法

反思数学思想方法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反思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例：一个代数问题，可以通过

联想与几何问题产生沟通，使用数形结合的方法.如联想斜率、截距、函数图像、方程的曲线等；二是反

思重要题型的解题方法.例：数列求和时,常用公式法、错位相减法、裂项相消法以及迭代法、归纳证明法、

待定系数法等.还要注意典型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防止形式套用导致错误.解题后引导学生反思题

目所体现的数学思想方法，持之以恒，学生自然对这些思想方法能够体会更深，从而提升他们的数学素养.

3.3 反思知识网络

数学知识虽然千头万绪，但只要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就可达到层次分明，纲目清楚.譬如：函数内容可

分概念、性质、特殊函数三大主线，每条主线又有若干支线，一条支线又可分为若干分线，最后形成网络.

在梳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慎明了的问题，这时需仔细研读概念，防止概念错误.解题后引导学生反思

联系，使学生在记忆的仓储里检索到这些知识，把问题所蕴含的孤立的知识“点”，扩展到系统的知识“面”.

通过不断地拓展、联系、加强对知识结构的理解，学生就会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

“题海无边，回头是岸”.学生有做不完的题目，教师有讲不完的试卷.基于核心素养的讲评课教学,

教师不仅要加强重点知识、方法的点拨与解题策略剖析，更要从数学素养考查视角研究命题者意图．在课

堂中,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思维活动,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只有这样,才会让试卷讲评课变单调为生

动，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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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式1：设点在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