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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每个学员在课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

次“示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初中数学的本次送教下乡研修主题是：“尺规作图”教学能力的

提升”。“尺规作图”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数学课程内容中四个

领域“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之中“图

形与几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初中阶段图形与几何领域包括“图

形的性质”“图形的变化”和“图形与坐标”三个主题，“尺规作图”

是“图形的性质”中的一个重点内容。

下面我就所听的 13位参训学员的课例诊断分析如下：

初中数学 1 班白云寺镇一中的苏远标老师所讲的是一节常态课，

课题是《垂直平分线的有关作图》，苏老师首先出示学习目标，学习

目标比较明确具体，然后创设问题情境引入新课，引入新课后用问题

串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1. 没有板书课题，虽然课件上有课题，但老师也要在黑板上把课

题板书出来，这是上课的基本要求。

2. 有些数学语言不准确，个别知识点讲解不彻底，例如作线段

AB 的垂直平分线，作法应该是分别以 AB 为圆心，大于 AB
2
1

的长

为半径画弧,两弧交于点 C、D，作直线 CD，但苏老师说连结 CD，



这是概念性错误，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是直线不是线段，作为数学

老师，数学语言一定要严谨，不能有概念性错误。另外讲解以大

于 A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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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为半径画弧时一定要让学生动手操作如果小于 AB
2
1

的长为半径画弧，两弧没有交点，以等于 AB
2
1

的长为半径画弧时

，特殊值不容易操作。讲解一个几何图形的对称轴有几条时，一

定要同时讲解对称轴的具体位置，例如长方形的对称轴有 2 条，

它们是对边中点连线所在的直线。

3.缺少师生互动，生生活动。苏老师的课堂，基本还是以老师讲

解为主。偶尔有个别提问，提问形式也比较单一。建议增加形式

多样的教学方式，例如学生小组合作，学生演板等

初中数学 1 班白云寺镇一中的蔡亚峰老师所讲课的课题是《线

段的比较与计算》，这一课时是人教版七年级的内容，学生第一次接

触尺规作图，作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是最基本的尺规作图，蔡亚峰

老师教材分析透彻，板书设置合理，课堂气氛活跃，设置问题时没有

居高临下，而是与学生交朋友，亲和力强，例如“同学们，请你们观

察……”“同学们，请你们认真想一想”等。

出现的问题及建议：时间分配上不是十分合理。出现前松后紧的情况，

由于新课引入时间有些长，导致后面的一些内容处理上，有些仓促，

例如;已知线段 a、b。求作线段 a-b，苏老师只讲了在线段 a 的右端

点向左边截取线段 b，没有讲也可以在线段 a 的左端点。向右边截取

线段 b，建议时间分配上要统筹安排。



初中数学 1 班双塔镇二中的汤秋华老师所讲的课题是《线段垂直

平分线的性质及有关作图》，汤老师的讲解虽然艺术性不高，但对教

材的把握准确，几何语言规范，线段垂直平分线的尺规作图汤老师认

真演示操作流程，分析作图原理。

出现的问题及建议：汤老师课件上。出示的教学目标中有三维目

标和重难点，课堂教学中应该是学习目标，而不是教学目标。三维目

标和重难点也可以不展示。另外学生在下面做课堂练习时。最好让一

两个学生上去演版，这样老师评讲时节约时间，提高课堂效率。

通过认真研读朱秀芹、李璐、吴艳艳、滑兴豪、娄晓凤、吴昊，

黄宗英、谷奉珂。蔡云霞、冯学礼等 10 位参训老师交来的教学设计

和自我诊断单，可以看出 10 位参训老师对基本的尺规作图都能掌握。

特别是双塔二中的冯学礼老师，虽然是老教师了，但是教学思路清晰。

教学过程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新课标的教学理念。滑

兴豪老师对作图原理分析透彻，讲解清晰。但有几个老师只讲几个纯

粹的基本尺规作图，这样设计是不科学的。应该讲一个尺规作图。再

讲它的应用，不能只讲尺规作图。还有个别老师仍然是传统的教学方

式。没有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选择能引发学生深度思考的教学方式。

改变单一讲授式教学方式，注重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互动式，

给学生提供探究的空间，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让学生在活

动中体验，在体验中领悟，由具体到抽象由易到难。让学生在参与的

过程中感悟基本思想、积累基本活动经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整体建议：

一、参训学员认真研读《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第 64 页到 67 页，知道初中阶段应该掌握那些尺规作图？在课程标准

的“学业要求”中，对尺规作图做出明确的要求：让学生经历尺规作

图的过程。增强动手能力，能想象出通过尺规作图的操作所形成的图

形，理解尺规作图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发展空间观念和空间想象力。

二、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1.教学目标要体现核心素养的主要

表现，教学目标的确定要充分考虑核心素养在数学教学中的达成；2.

处理好核心素养与“四基”“四能”的关系，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目

标是对“四基”“四能”教学目标的继承和发展；3.教学目标的设定

要体现整体性和阶段性，核心素养是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二、整体把握教学内容。1.注重教学内容的结构化，教学内容是落

实教学目标、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载体；2.注重教学内容与核心素养

的关联，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具体内容与核心素养之间的关联，

还要注重重点内容与核心素养发展之间的关联。

三、选择能引发学生深度思考的教学方式，改变单一讲授式教学方

式，注重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互动式等。

四、强化情境设计与问题提出。真实情境创设可从社会生活、科学

和学生已有数学经验等方面入手，围绕教学任务，选择贴近学生生活

经验、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素材，注重情境素材的育人功能。要把教

学内容问题化，问题最优化，解决问题活动化。 课堂提问的方式要

多样化。尽量避免齐答。在提问一个学生时，如果学生回答正确，老



师要及时给以激励性的评价。如果学生回答不完备，老师要提出一些

搭桥式的问题，帮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有错误。要让另外的学

生帮助这个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另外一个学生回答也不完备，老

师要及时给出正确的答案，以免影响教学进度。

五、作业设计要分层，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学习成绩不是一个

档次，作业也要分上中下三层去布置，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

求。

六、在课堂教学中，除了重视双基的教学外，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重

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不要死记硬背公式、定理、法则，要在理解的

基础上灵活去记，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我们知道，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要素是专业引领、同伴互助、

教学反思，其中教学反思在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学反思分

课前反思、课中反思、课后反思，特别是课后反思对促进教育教学非

常重要，上完课后想想这节课的亮点是什么，在以后的教学中继续发

扬，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在今后的教学中完善，甚至讲课中有个别的

错误，下节课及时纠正，华东师大著名教授叶澜说过：“一个教师写

一辈子教案不一定能成为名师，一个教师坚持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

名师.”这里的反思不是应付差事的大话、套话，而是发自内心肺腑

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