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中学试卷讲评课模式

试卷讲评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因此，研究如何上好试卷

讲评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精心备课与及时讲评是上好试卷讲评课的关键

1. 做好试卷统计与分析工作

试卷统计与分析，不仅仅是分数的统计与分析，更要对学生试卷

中的正误情况进行统计。比如在选择题中，针对一些具有典型性的题

目需要统计做对多少，做错多少；主观题方面，也可以统计学生的思

维情况，有哪些答题要点回答出来了，有哪些要点没有回答出来，还

有多少同学在回答主观题的思维方面存在偏差。在进行精心统计的基

础上，还要深入分析，分析学生在解题中出现的错误是什么类型的错

误。在统计和分析的时候，老师有必要记下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

哪些同学出现了解题错误，以便对同学提供具体的帮助。指出解题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典型的错误，分析出解题错误的主要原因及防止解

题错误的措施，使学生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解题错误。

2. 试卷的讲评要及时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试卷的讲评尽量应放在测试后第一节课为

好。此时教师刚阅完卷，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而学生此时对

于试卷所考查的知识点也是非常熟悉的。此时他们的热情也正高涨，

他们不仅想急于知道分数，更急于知道正确的答案，求知欲极强。如

果时间过长，逐渐淡忘，学生失去了兴趣和积极性，也就失去了学习

的主动性和学习动力。此时再讲，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二、 课堂上留出时间，让学生自主订正

绝大多数学生接到试卷后，首先关心的是分数和名次，接着便会



主动关注出错的题目。对于会做而做错（即粗心出错）的题目，学生

多会为此懊悔和自责，教师不必多费口舌。那些当时不会做的题目，

在考试结束后，也可能通过向他人询问答案或查找资料，掌握或基本

掌握了全部或部分问题的解决方法，学生这种主动纠错的积极性，教

师应十分珍视，但不必急于开始讲评。对于那些不能准确把握答案的

题目，学生则急切地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和错误原因；这个时候，他们

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望表现得最强烈，这也正是开始讲评的最好时

机。因此，在试卷正式讲评之前，教师应该稍微留出一点时间，让学

生自主订正。

三、 讲评要有针对性，灵活多样，要突出重点

在讲评时，根据试卷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下列两种方法。对于

重点题型、难度较大、错误率较高的试题可以选用第一种方法，对于

难度一般的试题，教师可使用第二种方法。

1. 要重点精讲，忌面面俱到

教师要抓住关键性、典型性问题加以点拨剖析。讲评时切忌面面

俱到，不要什么问题都讲，更不要从第一题讲到最后一题，否则讲评

课必然会变成只是教师在简单地重复试题答案。另外，也不要把个别

学生的问题拿到全班上讲，以免浪费大多数学生的时间，引起学生们

的反感，达不到讲评课应有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课前备课一定要

认真，不仅写好讲评教案，还要对阅卷过程中收集到的素材进行整理

分析，从中抽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问题进行讲评。哪些该粗讲，哪

些该细讲，教师一定要心中有数。

2. 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参与进来

在讲评过程中，教师应多给学生提供发言机会。若试题难度一般，



教师还只是一味讲评、学生在被动接受的话，可能会导致相当一部分

成绩较好的学生不感兴趣，那些当时做错但考后通过向他人询问或分

析也已经掌握了的学生也不会集中精力听讲。此时若不改变讲评方

法，只能是教师很累，学生欲睡。因此，教师要根据情形充分调动学

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对那些典型的错误

可以让学生讲解。对于那些考试时答对的学生，可以让他将当时的思

路、解题方法向大家介绍，让大家评论。对于当时答错的学生，教师

也可以让他将当时的想法讲出来，看一下其他答错的学生是否也有共

同的根源。当然，此时教师应该特别慎重，对一些较敏感的中学生来

说，公开展示自己的错误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对于敢于向大家公开

自己的不足的学生要给予肯定，以保护其积极性，切忌随口说出一些

指责其考试时粗心、马虎的话语。

四、 设计有针对性的训练，及时巩固

评卷课的目的是总结教学中的得失，为下一步的教学工作提供导

向。学生试卷中反映出的问题大多数是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不

大可能一次讲评后学生就完全掌握。试卷中出现的知识、能力方面的

问题往往也不是一节课就能解决的。为了达到让学生掌握的目的，与

之配套的跟踪训练不可少。教师应当围绕试卷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再

设计一些针对性的练习与变式练习，让学生通过练习，及时巩固与提

高。巩固性习题设置的题目要有梯度，以照顾不同类型的学生有所提

高。只有这样，试卷评讲课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巩固性习题教师应

精心挑选，避免简单的机械重复。同时更应避免“题海战术”，从而

达到减负高效的目的。通过反复强化，巩固讲评效果，以帮助他们真

正地掌握。



五、 提倡师生及时写考后总结

试卷讲评后，教师“应当研究学生所犯的错误，并把错误看成是

认识过程和认识学生思维规律的教学手段”。从教与学两方面和学生

一起冷静分析，认真反思：本次考试达没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哪些经

验值得保持？哪些是由于教师的教学原因而导致学生失分？哪些地

方的错误本可避免？……一方面教师要找出原因，在以后的教学中改

进；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写出心得体会，总结考试成败的原因，学会

自我评价、自我改进，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利于考试时扬长避短。

同时，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也有利于教师与学生在

思想上的共鸣，从而使教师真正地赢得学生的信任！为了提高试卷讲

评的效果，指导学生分析、整理试卷，写好考后总结是非常必要的。

让学生分析失分类型、失分原因，制定出下次的目标，明确努力方向。

提倡学生制定错题订正本，订正不能满足于写一个正确答案或写出一

种正确解答就了事,还应体现出错原因和所得启示等。

六、 试卷讲评课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以激励为主，巧妙公布成绩

对于学生一向敏感的成绩公布问题，假如采取不公布的方式，会

使成绩优秀的一部分学生失望，如果全部公布又可能会对成绩较差的

学生自尊心造成伤害。教师可以变换方法，巧妙公布。比如，可以公

布一下成绩特别优秀的或者进步明显的学生名单和分数。

2. 落实好对个别学生的辅导

学生总是有差别的，对于课堂上略讲、没讲或难度稍大的题目，

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对于没掌握的学生，教师有必要进行课后的

个别辅导，这样才能做到面向全体，全面提高。这就需要课后老师与



学生个别交换意见，进行个别辅导。当然，要有效进行这样的个别辅

导，首先取决于老师在批改试卷和对试卷统计分析时，是否注意对学

生解题中存在的个别问题进行记录。其次，要求老师能够与学生真诚

平等对话而不是训斥，才能了解到学生出现错误的原因，从而为学生

提供必要的帮助。再次，在个别辅导时，不仅要帮助学生分析存在的

问题，更不要忘了对学生的欣赏，要帮助学生充分认识自己在解题中

的成功之处，增强学生对学习的信心。

教学是一门综合艺术，以上只是对试卷讲评课模式的初探。针对

不同情况的班级和试题难易不同的考试，试卷讲评课的形式应有所调

整。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不会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形式。如何应对

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

一步探索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