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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分析 ： 基于大数据的

数学教学硏究的实践探索

陈 志江 （常熟外国语学校 ）

摘 要
： 针对教学 中存在 的 问 题建 立

“

考试分析
”

教研项 目 ，通过精心设计 分析栏 目
、精 细 收 集分析 学情 、 精

准指 导教师教 学 ， 并长期 坚持 实施 ，使教 学从模糊 走向精准 ， 让 大数据发挥 大作 用 。 在全 面提 升教 学质 量

的 同 时 ，使教学做到 了 以 生 为 本 ，有效提升 了 教师 素 养 、积 累 了 大量教学 资料 、形 成 了 区域教研特 色 。

关键词 ： 考试分析 ；大数据 ；教学 研究 ；精准教学

文章编号 ：
１ 〇〇 ２

－

２ １７１ （２０ １ ９ ） ４
－０ ０７５ －

０４

１ 从教学问 题到教研项 目 ，考试分析的机制

建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笔者进人常熟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工作 ，担任高 中数学教研员 。 开始教研工作 ， 接触最

多的就是命题 、 考试 、 阅卷 、分析 ，应该说考试对教学

来说必不可少 ， 考试 （高考除外 ）的 主要功能是检查学

生一个阶段学 习 的情况 ，并对学生的学 习 做出 客观评

价 。 按理通过考试可 以发现学生学 习上的 问题 ， 并在

以后 的教学中 加 以改进和进行补偿教学 ，但经过一年

的调研 ，笔者发现教师还没有充分发 挥考试 的作用 。

主要表现为 ： （ １ ）考试多 、分析少 ， 特别是高三复 习 ，几

乎每 月 有一次大型考试 ，但考后 只是把正确解答讲解
一下 ， 而不去做更具体深人的 分析４ ２ ）对高 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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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 由 本文的讨论 ，还可得到如下结论 ：

在平面直角 坐标 系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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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教学参考 （ 上旬 ）

多 、对平时考试分析少 ，教师总是对高考
“

津津乐 道
”

，

其实教学更应该关注平 时考试这个过 程 ， 我们常说
“

过程决定结果
”

，如果我们把平时的考试进行细致 的

分析 ，那么高考就
一

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 （ ３ ）分析不及

时 、 较笼统 、甚至不准确 ，多数的情况是试卷讲评完几

天 了分析结果还未 出来 。

面对这样的 教学问题 ，笔者尝试重构考试分析 ，

成立
“

考试分析
”

教研项 目 （在文献 ［ １］ 中对此项 目 做

了简单说明 ，本文为多年实践后 的详细 阐述 ） ，针对高

三年级每月
一

次的考试和 网上阅卷 ，充分利用大数据

（此处的大数据既指阅 卷后得到 的分数 ， 还指按一定

评价指标生成的分数数据及收集 的 学生答 题情况 ） ，

让数据
“

说话
”

， 透过表面的数据揭示 问题 的本质 ，指

导高三数学教学 。 具体做法是 ： 在阅卷时要求每道题

组组长记录好学生的答题情况 ， 阅 卷后做归 因分析和

提出 教学建议 ， 按照要求整理成文并集结起来 ，再 由

笔者结合每题得分情况进行整卷分析 ， 形成文本 ， 发

给各校备课组长 ， 由 备课组长发至每位任课教师 。 这

样教师从 阅卷结束到 拿 到 分析一般不超 ２ ４ 小时 ， 保

证了教师在讲评前有充足的时间 学习这份分析 ，从而

提高试卷讲评的针对性 ，提升教学效果 。 每
一

届高三

我们会做 ８ 次这样的 分析 ， 这
一

机制 的 建立与实施 ，

使得教师对学生 的情况 了如指掌 ，也使各校的 数学教

学受益匪浅 。

２ 从模糊教学到精准教学 ，考试分析的实践

探索

波利亚指 出 ，

“
一

名 好 的教师应该 懂得并传授 给

学生下述看法 ： 没有任何
一道题 可 以 解 决的 十 全 十

美 ，总剩下一些工作要做 ，经过充分 的探讨总结 ， 总会

有点滴的发现 ，总能改进这个解答 ， 而且在任何情况

下 ，我们总能提高 自 己对这个解答的理解水平 。

”

这其

实就是要求我们要从模糊教学走 向精准教学 ，提高教

学的针对性 。 要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 网上阅卷的大数

据和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及教学指导 ， 正如患者看

病 ，需要身体检查的各项数据和 医生基于数据的精准

分析及制 订的治疗方案 。

２ ． １ 精心设计 ，分析栏 目

对每
一次考试我们设计了三级分数栏 目 ：

一级为

各校总平均分 、理科平均分 、文科平均分 ；
二级为各校

基础平均分 ， 中高难度平均分 ，小题平均分 ，大题平均

分 ，附加平均分 （如表 １ 为 某次考试分 数 ） ； ，三级 为各

１５：研
？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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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各题平均分 （如表 ２ ） 。 平均分 的 比较有助 于各校

明确 自 己 的优势与不足 。 由 于 小题和 大题 就题 目 难

度设置来说是一样 的 ，都分为 易 、 中 、 难 ，所以 总分 、小

题分 、 大题分三个指标其实 只能反映类似学情 ，还不

足以真正暴露学生学习 中存在的问 题 ，所以笔者增加

了基础分和 中 高难度分两个项 目 ，这样就可 以 比较明

显地看出 各校教学 的重心所在 。 有 的学校 的教学 比

较轻视基础 ，而有的学校则未能深人研究较难的问题 。

前两级分数指标反 映的 是学校的整体情况 ， 第三级分

数反映各个学校的学生对本题的答题情况 ， 学校可 以

根据各 自生源和得分所处位次看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

掌握是否正常 ，优势在哪些知识 ，劣势在哪些知识 。

表 １ ：各校平均分 （
正题 总分 １ ６０ 分

，
附加题总分 ４０ 分

）

全市 学校 Ａ 学校 －Ｂ 学校 ｃ 学校 Ｄ 学校 Ｅ 学校 Ｆ 学校 Ｇ 艺术 Ｈ

１００
．
７２

（总）
１ １ ６

．
６８ １ １４

．
２４ ９ａ 

７３ １０２＊ ０８ ９７． ４４ ８９
．
５７ ８２

．
６０ ６９． １４

１０８． ７３（１
）

１１９． ７８ １ １５． ９３ １０４． ４９ １０７． ２９ １０２． ３２ ９５． ６０ ９３
．
９８

９４． ２６ （５ ：
）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９６ ９０

．

６９ ９６． ６ ３ ９１ ． ４３ ８５． ２３ ８２． ５６

基础（
６８分）

６３
．
４ １ ６３

．
５２ ６１ ． ９８ ａ ５８ ６０． ９９ ５９． ５９ ５７

．
２６ ５ ３．

５９

中高（９ ２分）
５３

．
２７ ５０． ７２ ３６

．
７４ ４０． ５０ ３６

．
４４ ２９． ９８ ２５

．
３４ １５． ５４

５１
．
９Ｋ小题）

５＆ １０ ５６
．
２ １ ５Ｌ ４２ ５２＊ ３７ ５Ｌ ４５ ４ ７． ６９ ４ ５． ０１ ３ ９． ６６

４＆８２ （大题） ５＆ ５８ ５＆ ０３ ４７
．
３ １ ４９

． ７０ ４５．
９９ ４Ｌ ８８ ３７

．
５９ ２ ９． ４７

２９． １
５ （附加 ） ３１ ．

４２ ２９． ３４ ２＆ ３９ ２ａ
９０ ２８． ６１ ２７． ３３ ２７

．
３６

注 ： 基础指正卷填空题第 １
＿

８ 题 和解答题第 １ ５
、
１ ６ 题 ， 共计

６８ 分 ； 剩余 ９２ 分为 中档题 和难题分数 。

表 ２
：某道题 目 的平均分

学校 学校 Ａ 学校 Ｂ 学校 ｃ 学校 Ｄ 学校 Ｅ 学校 Ｆ 学校 Ｇ 艺术 Ｈ

均分 ７． ６４ ７ ． ７８ ５． ５７ ６． ０７ ５ ． ２１ ４
．
３６ ４ ． ３５ ２． ２６

事实上 ，仅仅对分数的 比较分析仍是不够的 ， 还

未从模糊走到 精准 。
所 以我们又对各题学生答题情

况进行分析 ，对产生问 题的 根源再进一步挖掘 ，

一直

归结到某个知识点或某种方法上 。 为此对每道题分

析设置这样一些栏 目 ： 本题全市平均分 ， 难度 系 数 ，考

査要点 ，学生答题情况 ，教学建议等 。 各 自 用意是 ： 本

题全市平均分和难度系数反映题 目 的难易程度 ，据此

我们要反思试题是否适合学生整 体 ，或更适合哪个群

体的学生等 ；考查要点包括知识 、 方法 、能力 等方面 ，

从中可以看出是否与 当年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
一

考试 （江苏卷 ）说 明 》相符 ， 这反映一道试题 的命

题质量 ；学生答题情况 旨在通过具体列举学生答题 中

出现的一些错误和不同的解法等 ，揭示一些普遍存在

的问题 以及得分扣分情况等 ；教学建议是教师根据学

生答题 出现的 问题进行归 因分析后提出 的讲评 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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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教学的建议 。 对每个栏 目 的分析我们强调做到 实

事求是 。

２
．
２ 精细收集 ，

分析学情

每道题如何进行具体分析 ？ 下面给出
一道试题为例 。

例 １ 如图 １ 是某设计师设计

的 Ｙ 型 饰 品 的 平 面 图 ， 其 中支 架

ＯＡ ， ＯＢ ， ＯＣ两 两成１ ２０

°

角 ， ＯＣ 
＝

ｌ ，
ＡＢ＝ ＱＢ＋ＯＣ ， 且ＯＡ＞ＯＢ 。 现

设计师在 支架 ＯＢ 上装 点普通 珠

宝 ，普通珠宝的 价值 为 Ｍ ， 且 Ｍ 与

长成 正 比 ， 比 例 系数 为 为

正常数 ）
；在ＡＡＯＣ 区域 （阴 影 区 域 ） 上镶 嵌名 贵珠

宝 ， 名贵珠宝的价值为 Ｎ ，且 ＩＶ 与ＡＡＯＣ 的面积成正

比 ， 比例 系数为 ４＃ 。 设 ＯＡ ＝ｘ ， ＯＢ 

＝

 ：ｙ 。

（ Ｉ ）将 ＯＢ 的长表示成关于 ：ｃ 的 函数解析式 ，并

求 出 ：ｃ 的取值范 围 ；

（ ｎ ）求 Ｎ—Ｍ 的最大值 ，并求取得最大值时 的 ｘ

的值 。

分数难度 ：本题满分 １４ 分 ，全市平均得分 ８ ．０２ 分 ，

难度系数 〇
？
５ ７

，难度适中 ，符合考试要求 。

考查 要点 ： 主要 考查余弦定理 ， 解不等式 ， 导数

法 、基本不等式法求最值 ； 考查学生分析 、解决实际 问

题的能力 。

答题情况 ：

出 现主要错误有 ： （ １ ）定义域求解不正确 ，未注意

：
ｙ
＝

＾ｇ＞〇 ，或解不等式 和 时 出

现错误 ，也有学生最后求 交集时 出 现错误 ，定义域不

正确本题至少扣 ４ 分 。 （ ２ ）第 （ ｎ ） 问 中求相关 函数

的 最值 ， 较 多 学生采用 的 是导数

法 ， 但 因定 义域 的错误 （扩大化 ） ， 而将极值 点取成

或
一

个极值点 此类错误第 （ ｎ ） 问 最多

得 ３ 分 。 另外还出现部分学生未求最大值 ／
（￥ ）

＝

（ １ ０
＿

４力） 々 （题 目 要 求求 出 ） 、 代人计算错误 、 漏写 々

等 ， 酌情扣 １
一

２ 分 。
（ ３ ） 部分学生采用基本不等式法

求解 ， 以 ；ｒ
－

２ 为整体 ，设为 ｆ
＝

：ｃ
－

２
，进行换元得到函数

ｙ
＝

１０＋
卜
＋
＋ ）

，但未注意此时 ｔ 值为负 ， 而题 目所求

为最大值 ，直接 由 ４ｆ＋ 得错误结果 （ ｌ〇＋４ Ｖ＾。

教学建议 ： 建议讲评 中 强化应用题解决过程中 考

虑 函数定义域 （往往受到实际情况 的限制 ） 的意识 ， 同

时适当加强分式不等式 、 高 次不 等 式的求解训练 ； 学

生对基本不等式的应用 ，讲评 中要结合错误解答 ， 指

出 不严谨 、
不规范之处 ， 强调基本不等式的正 确使用 。

另外还应注意导数法 中运算的准确性 。

２ ． ３ 精准 指导教师教学

在分数和学情分析的基础上 ， 我们还需要提出 对

教学的指导意见 。 教师既 要看 到学生对知识 掌握 的

优势 ， 以增强其学 习 的信心 ，更要看到其不足之处 ，并

从思想上 、行动上 和学科上及时给予补偿性教学 。 如

笔者对 ２ ０ １ ６ 年江苏省苏锡常镇 四市高三一模统考后

给 出 的教学指导建议 （详细可参考文献 ［
２
］ ） ，本 次考

试通过对学生答题情况 的分析 ， 发现运算能力 是本次

考试暴露 出来 的主 要 问题 。 运算能 力 是数学 的 三大

基本能力 之
一

（运算能力 、 空间想象能力 、 逻辑思维能

力 ） ，也是 目前新课标下数学六大核心 素养之一 ， 就教

学来说 ，培养学生 的数学运算素 养 应是教学 的重点 ，

但如何培养 ，显然是难点 。 回 顾学生运算 中 出 现的错

误 ， 细 细分析 ，我们发现学生的求简意识不够 ， 于是笔

者提出 了 在运算 中要培养学生求简 的意识 ，并 以考试

中 的题 目 为实例分析 如何在运算 中达成求简 。 归 纳

为 四个要点 ：
（ １ ） 在用 图 中 求

“

简
”

； （ ２ ） 在引 元 中 求
“

简
”

；
（ ３ ）在换元 中 求

“

简
”

； （ ４ ）在 消元 中求
“

简
”

。 教

师在认真学习这样 的分析材料基础上进行讲评 ，无疑

会给学生运算素养的培育提升带来极大 的帮助 。

３ 从一元价值到多 元价值 ， 考试分析的 价值

呈现

考试分析项 目 从 ２ ０ １ ０ 年 ９ 月 开始 ，从创新尝试

到持续推行 ，至今 已有 ８ 年多 了 ，

一开始 的想法只 是

提高学生分数 ， 随着项 目 的不断推进 ， 其呈现 出 来的

价值越来越丰 富 。 这使常熟市高 中数学 的教学质量

全面提升 ， 从 ２０ １ １ 年至 ２０ １８ 年的 ８ 年高考 中 ， 常熟

市的数学文理科平均分一直在苏州 市的各县市 中 领

跑 ，并跨入江苏省 第
一

方阵 。 除此之外 ，考试分析的

价值还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３
．
１ 教学做 到 以生 为本

教学 中 的以生为本如 同 医生对病人的医治 ，药对

症则病除 ，药不对症则可能起反作用 。 目 前的教育现

状是学生苦 、教师 累 ，学生每天要做大量题 目 ，教师每

天要批大量作业 ，

“

题海 战术
”

虽被大家
“

声讨
”

，但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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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大部分学校仍在
“

坚持
”

。 其原 因在于 我 们没有 真正

做到 以生为本 ，不少教师 习惯 于 自 己 的教法 ，讲 自 己

想讲 ，而忽略 了学生的 需求 。 要真正做到 以生为本 ，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学生 ，而考试分析就是获得学情 的

最有效方法之
一

。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 ，考试分析确实

能帮助我们研究清楚学生 的不足之处 、 薄弱 环节 ， 了

解学生对知识 、方法等的 掌握 程度 ， 对概念 的理解情

况 ，对数学思想 的感悟程度等 ， 在此基础上来组织教

学 ，大大提高 了教学的 针对性 和科学性 ， 也顺理成章

地达成了 减负增效 ，可 以说惠及 了常熟市所有 的学生

和教师 。 这使我们的高三教学打破了
“

山 重水复疑无

路
”

的 旧境地 ，迎来了
“

轻沙走马路无尘
”

的新局面 。

３ ． ２ 有效提升教师素养

教师是区域教育的软实力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应是区域教育的 主要工作之
一

。 考试分析项 目 的推

行大大提高 了教师们的解题 、分析题 、命题的能力 ，促

进 了他们对教学工作的深度研学 ，特别是青年教师 ，

考试分析更是他们难得的学 习材料 。 每道题 的分析

虽然 由 阅卷题组组长给 出 ，但也是阅卷小组 内教师交

流后 由组长总结形成的 ， 这无疑培养 了教师分析试题

的能力 ；而在使用这份考试分析 时 ， 每位教师相 当于

在与其他教师做教研交流 、思维碰撞 ，使 大家对 自 己

批过或未批 的题 目情况都能 了然于心 ，这样的博采众

长拓展 了教师 的 视野 ， 发散了他们 的思维 ，提升 了他

们 的数学素养和教学水平 。 近年来 ， 常熟市先后有 ５

位青年教师在江苏省评优课或基本功 比赛 中获得省

二等奖 ；有 １ ３ 位 骨干教师获评苏州 市学科 （学术 ）带

头人 ；还有 几十 位教师 在苏州 市 的 把握学科 能力 比

赛 、评优课 比赛 、基本功 比赛 、试题
“

命解评
”

三人团体

赛等 比赛 中荣获一 、二等奖 。

３
． ３ 积 累 大量教学资料

现在练习题都有
一

个共 同的
“

不足
”

， 就是不具有
“

生命
”

，也就是题 目 只 是一道题 目 而 已 ， 用这道题 目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全凭教师的经验 ，这往往会 出 现

因对题 目难度把握不准而增加学生负 担 的情况 。 而

我们通过考试分 析所积 累的 题 目 使题 目 拥 有 了
“

生

命
”

， 每道题 目 有 了其 自 身 的
“

性格
”

特征 （难度 系 数 、

考査知 识 、 学 生答题 情况 、 教 师讲评 建议等 ） 。 ８ 年

来 ，我们做 了６ ４ 份试卷 的分析 ，积 累 了１３００ 多个题

例 ，形成 了
一个题库 ，而且还在不断充实 ， 这是教学的

第一手资 料 ，也是 能真正反 映学生学情 的 资料 。 同

时 ，分析使我们对高三复 习各个 阶段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有 了全面 的了解
。
利用这些题 目 ， 我们编写 了

高三复习 的市本资料 ，学生缺什么 就补什么 ，将查漏

补缺的工作做在 了平时 、 落 到 了 实处 ， 这就像是在大

海 中航行的船 只拥有了 指南针 ， 让教师的教 、学生 的

学变得简单清晰起来 。 当然这些题例也是我们命题

的好材料 ，通过适当改编就可 以编 出 有
一

定难度系数

要求的题 目 。

３ ． ４ 形成 区域教研特 色

笔者 ２ ０ １ ６ 年 ８ 月 离开教研室到学校工作 ， 接任

的教研员继续做好这个教研项 目 ， 可 以说考试分析是

常熟市教研工作 的特色项 目 。 张奠宙先生 曾说 ：

“
一

线教师 的教育研究是一种直接指 向实践 ， 重在改进教

育教学行为的研究 。 所研究 的问题 ，应是源 自 自 己 的

课堂 、教学和学生 中 的 。 切不可忽视教师教育研究的

内在特质 ，切不可忽 视对 自 身研究的 准确 定位 。

”

笔者

正是受此启发 ，针对教学 中的 问题和 困惑进行反思性

实践研究 ，通过考试分析项 目 搭建教研平 台 ，进行 自

我的实践反思和 同伴的 交流研讨 。 刚 开始笔者也 曾

一度迷茫 ，不知这样的 教研项 目 是 否真 的有效 ， 特 向

江苏省教研员 李善 良博士汇报情况后 ，李老师认为这

个项 目 很有价值 ，并 且支持笔 者
一直做下 去 。 可 以

说 ，这给了笔者很大 的 鼓励 ， 这么 多年的 实践也证 明

了这点 。 教师在 自 我学 习 、 总结 、 实践 中 前行 ， 在交

流 、讨论 、共享 中成长 ，使我们 区域的教研生态越来越

好 ，也使教师 的教学越来越有味 、越来越有劲 。

４ 结束语 ：以教研指导教学 ， 让大数据发挥大

作用

教而不研则 浅 ， 教研 可 以 使教师 的 教学更 加深

人 ，可 以使学生真正达到深度 学 习 。 在信息技术突飞

猛进 的今天 ， 收集教学大数据变得越来越快捷 ，如 果

我们能结合 自 己 的 专业知识 ， 对大数据做好 精准分

析 ，做好深度研究 ，那么 大数据就
一

定能发挥大作用 ，

会给我们的教学工作带来意想不到 的变革 。 作为
一

线教师 ，我们应大胆创新 、 勇 于实践 ， 为实现
“

人人都

能获得 良好的数学教育 ，不同 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 同

的发展
”

的课程要求而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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