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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姓名： 王亚敏 培训学科： 数学 日期：

专 家 诊 断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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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标强调数学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数

学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数学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去探索，去发现，去创新。

送教促成长，共研引发展。为了进一步深化课堂改革教学，促进城乡

教育的均衡发展，我们民权县一直开展送教活动，课堂是学校教育的

主阵地，是教师教育教学主战场，也是教师成长的舞台。去听课研讨

的时光，可以说是独特的经历，每一天，每一节课都会遇见不同老师

不一样的教学风格。

有幸听了王宁.刘金金，张伟霞等几位老师的课，几位老师教态

自然，语调亲切，知识讲解准确，基本功扎实，授课真实。教学设计

安排的清晰明了，过渡自然，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师生配合默契，

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通过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课和查看教学设计，根据我们今年申报的

主题《尺规作图》，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王宁老师，刘金金老师，齐冰冰老师，刘冰洋老师，徐洁老师，

夏娜老师，仝贺老师都是来自北关中学的老师，来自程庄的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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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王越老师，张东老师。共九位选择的是同一个课题八年级上册

《12.3 角平分线的性质》。

来自北关的张伟霞老师和程庄的三位老师周会老师，宋博玉老

师，王妍昕老师，共四位老师选择的的课题是八年级上册《13.1.2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北关代常领老师选择的课题是九年级上册《23.2 中心对称》。

北关许鲲老师的课题是八年级上册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课时《作

一个角等于已知角》。

下面谈谈我的个人意见和建议：

张伟霞老师的课题的《13.1.2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张老

师的引入是带领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在纸上画出线段 AB,通过对折是

A,B 两点重合，纸展开后折痕记为 MN，记线段 AB 和直线 MN 的交点为

O,随后问学生线段AB和直线MN的位置关系？张老师以动手操作使学

生快速回归课堂，过程自然，在提问学生时，如果把位置关系改为是

何关系？是不是更恰当些，因为我们要学习的是作已知线段的垂直平

分线，这里就包括位置关系和数量关系两种。紧接着张老师利用有刻

度的直尺通过测量作出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在引出用无刻度的直尺和

圆规作已知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但此时写生还未学习线段垂直平分线

的判定定理，所以可以采用三角形全等的方法向学生说明这样做出的

直线就是线段垂直平分线，当然也可以留下设问告诉学生，学完本节

课内容就又可以换一个方法判定出这条直线一定是线段的垂直平分

线。接下来的流程都很自然，细节讲解到位，环节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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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昕老师《13.1.2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这节课的引入：

创设情景，A、B、C 的垂直平分线上才能使得它到宿舍楼的距离相等.

如何画出这个位置？使用学生身边的场景，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能很好的引起学生的兴趣，利于集中注意力听课，这是一个不错的亮

点，接着这位老师让学生思考如何做两个点的对称轴，由此引出作线

段的垂直平分线，过渡流畅，自然，在例题讲解是 尺规作图： 经过

已知直线外一点作这条直线的垂线.已知，求作这两步写的很规范，

准确。 任意取一点 K. C，使点 K 和点 C 在 AB 的两旁.我没看到

老师解释为什么要取在两侧，这样取点目的是什么？还是需给学生解

释的。下面的流程很顺，希望下次加上小结和作业。

宋博玉老师《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目标对知识点的定位很准，

课堂设计是从三个知识点复习引入，分别是 1.垂直平分线的定义？2.

垂直平分线的性质？3.垂直平分线的判定？老师说利用这一性质来

学习如何尺规作图画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是不是利用线段的垂直平分

线的判定更合适，想要找到 AB 的垂直平分线，找到两个点就可以确

定一条直线，什么样的点在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这里的过渡很恰

当。有给学生强调大于二分之一 AB 的长为半径，不然没有交点，分

析自己。紧接着安排经过已知直线上（外）一点作这条直线的垂线.

分类讨论很精细，估计是因为时间问题，没有安排练习，可以分两组

分别讨论已知直线上（外）点作这条直线的垂线，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用来学习巩固。

数学来源于生活，在回归生活，周会老师就是用一生活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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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生动活泼，后有周老师带领学生积极讨论，怎样怎么做线段

的垂直平分线，你有几种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挑战，引起好胜心。

在讲解做线段的垂直平分线，没有看到讲出直线就是题中所求的的图

的依据。本节课讲解详细，但内容较多，给学生思考的时间较少。整

节课设计合理，很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王宁老师，刘金金老师等 9 名教师选择的课题都是《12.3 角平

分线的性质》，几位老师的引入都很精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有的

老师是让学生画出一个角，有的老师采用的纸片角引入，让学生通过

折叠，测量的的方法找到角的平分线，老师都给学生复习了角平分线

的定义，对单独的一个角的角平分线是射线和三角形中角的平分先是

线段也进行了对比分析，我的建议是在复习角平分显得概念时，配上

它的几何语言会更完美。接着老师们是用仪器，角的平分仪，运用类

比的思想引导学生用尺规作图的方法作一个已知角的平分线，运用几

何直观和逻辑推理融合在一起，过渡很自然连贯，也很详细的给学生

讲解了做角平分线的依据，利用三角全等中的三边相等的判定定理。

如果老师画图，并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自己总结得出作角平线的依据

会更好。学生的积极性容易调动起来，自己探索的知识会记得更牢固。

我还看到有的老师带着自己制作教具—角的平分仪，给学生上课，这

是态度，也是热爱，是我学习的榜样。在讲解角平分线的性质时，证

明命题的三步求证，已知，证明，有的老师没有系统的给学生总结。

代常领老师的《23.2 中心对称》，是以视屏导入，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让学生快速回到课堂，使用投影仪演示，展示生活中的一些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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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充分体现了中心对称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使学生能够形象

直观地感受图形的对称，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极大地激发同

学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情。通过旋转三角板，画关于点 O 对称的两

个三角形，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在老师的引导下自主探索中心对称

的性质．大部分学生在自己动手画出两个中心对称的三角形后，开展

中心对称性质的研究，归纳出中心对称的性质，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

神．可能是纸张，代老师忘记给学生布置作业。

许鲲老师的课题是《作一个角等于已知角》。许老师是复习引入，

带领学生回忆作一条线段的尺规作图的方法，又给学生复习尺规作图

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包括直尺和圆规的作用。许教师演示如何用尺规

作一个角的原理，并强调作图步骤和注意事项学生实践，许老师在讲

课时能走下讲台巡视，及时发现学生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帮住学生解决

问题，许老师在演示尺规作一个角等于已知角时，很详细的给学生讲

解了一个角等于已知角原理，如果老师演示，由学生讨论得出原理会

不会更好一点，学生的积极性是不是会更高涨。

针对老师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我有以下几个建议：

教师评价学生应多元化。评价学生不仅有语言上的评价，也可借

肢体语言，以及情绪语言等对学生进行表扬，比如微笑就是很好的情

绪表扬，让学生体会到老师对他的认可。这几位老师对学生所回答的

问题都作出了表扬，比如“很好”“你很棒“，而对于初中的学生，

这些词语如果加上学生在具体的事情，具体到那个思路，哪一步上会

更好，针对性强可以增加学生的认可度，学生也会更信服，对自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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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习好信心。

增加课堂的互动，要重视学生的作用，在上课时，教师有带领学

生进行数学活动 ，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少 ，很少给学生独立思

考的机会，老师对课本把知识进行了很详细的讲解，学生听得也很好，

但对一些深层次的题目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应给“待优生”更多的关心，课堂上老师这些学生提问较少，有

的就不提问直接放弃，我们可以提问他们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慢慢

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比如有些学生不会代数，他可能可以学会几何方

面的知识，有时候给他一个鼓励，他也是会努力至少有一小会，至少

一瞬间。同时他还可以带动旁边的学生，他的同伴也许会想他都回答

了一个，我试试也会，我还能比他差，至少可以安静一会，如果不管

不问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学，造成不好的影响，班级纪律也会变

差。

现代心理学认为：“学生只有在民主平等的教育氛围中，才能迸

发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火花”。舒畅和谐的课堂氛围市提高课堂教学

的重要条件。课堂民主不是学生犯错不批评，要恩威并施，课堂的语

言可以严中爱，紧中有幽默，诙谐的语言往往可以缓解课堂紧张的气

氛，让学生尽量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鼓励性和有幽默风可以更

好地推动鼓舞学生的积极性。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在听课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

在今后的教学中，让我们一起探索经验，积累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历

练，让我们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