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專家教師 沈志勇

1.選擇：一些數據

教

學 評

學習
目標

2.增加：解释
4.採取：行動

3.描繪：判斷/結論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各位领导、主任上午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于评估数据的数学教学改进”。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注重实现“教—学—评”一致性，今天我介绍其中一种方法，教師具備良好的數據素養，通過對學習數據选择、解释，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學的教學決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提高教學品質。



4.教學改進
Ⅰ.根據弱項和強項，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順序；
Ⅱ.根據認知基礎和認知能力，選擇合適的切入點，
確定刪除還是增加內容，選擇合適教學策略；
Ⅲ.根據学习需求和特征，设置阶梯学习任务；
Ⅳ.根據学习爱好和路径，开展恰当的干预；
Ⅴ.根據学习不足和困难，设计专门的复习；
……

1.收集各類學習評估數據

2.多視角分析，聚焦問題

3.教師交流討論，探明問題原因，
並提出教學改進的策略與方法

6.教學新方法、新策略形成、應用與迭代

5.總結反思，提煉經驗

5
.總
結

提
炼

基於評估數據的教學改進模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基于刚才的想法，这是我们在前期实践中提炼出更为详细的基于评估数据的教学改进模型：1.……2……



學习评估的設計
瞭解資訊 設計與實施 評估工具

知識與技能基礎
認知能力
學習風格
需求與特殊需要
喜好與興趣

瞭解學生的基礎知識與技能，
並選擇合適的切入點；
制定符合實際的教學計畫（是否補充有
關基礎知識，是增加拓展）；
選擇、設計最合適的教學策略……

測試；
作業；

發言；
訪談；
學習日誌；
日記；
課堂觀察
表；
調查表；
報告；
成長記錄
袋；
評估量表；

……

學習進展；
學生需求（跟不
上、遇到挫折、
浪費時間等）；
學習問題；
學習差距；
學習方式；

在學生需求時，迅速干預；
發現問題，及時採取應對措施；
及時調整接下來的學習任務和作業；
防止厭倦和挫折感；
根據評估，為學生制定個性化學習計畫
……

學生掌握與未掌
握的知識與技能；
查明問題範圍和
學習進展；

識別掌握個體不足，並設計專門的復習
和練習；
調整教學策略，改進教學計畫與教學設
計；
指導新學習計畫的制定……

课前，預評估

認知表現 情感表現

课堂中，持續的形成性評估
學習前 學習中 學習後

數據分析、教學調整

專門設計、調整改進、指導制定

课后，終結性評估

制定計畫、選擇策略

教師選擇和管理最合適
學生的評估工具；

教師根據評
估數據、分
析結果，有
策略地設計
教學計畫；

教師基於持續評估數據，
做適當的教學調整。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学习数据哪里来？数据从课前预评估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策略；课堂中持续性的形成性评估，根据数据调整教学，课后总结性评估，设计针对性的复习、学生指导，教学调整。具体怎么做的，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些案例。



教師通過課前評估與數據分析，對典型的問題作深入的研究，選择合适的教学策略。

邏輯重構：從“發現錯誤——及時干預”，到“評估數據——精准設計——减少错误发生可能”

基於評估數據選擇教學策略

分析1：等式
性質的負遷移；
2.約分的負遷
移；

討論：
1.這樣的提示效果怎樣？
2.老師們有哪些好的做法？

案例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基于评估数据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教师通过课前评估数据分析，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如发现35.2%的学生会把分子、分母中的10约去，教师分析其中的分析，采取在教学中增加辨析的环节，让学生理解分式的性质。将以往教师发现学生错误，进行干预，改变成评估数据，精准设计，减少学生错误发生的可能。



教師應用“智學網”“十六進制”“教學助手”等平臺佈置學情檢測作業，教師通過評估數據，

根據學生知識與技能掌握狀況制定符合實際的教學設計。

基于評估數據的教學設計（以學定教）

案例2
教师预设的讲解方法（如有方法3）
一种教学现象：因为这是典型例题，所以我必须
讲。学生掌握得不好，我就多讲几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接下来我举几个例子。1.数据驱动下的精准设计，满足学生的需要与需求……有关分式的基本性质的一道题目在上一届的新课中错误率达35.2%，因此我们在新课学完性质的时候，设计了如图的判断题。2.在我们再看右图，课堂学习中面对学生们对这道题的多种解法，尤其是50%的学生采用全等证法，40%的学生利用勾股定理进行计算，30%的学生采用双平等腰证法，学生的证明多停留在几何直观的层面，根据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师马上对证明3进行剖析，强化学生的逻辑推理。



【習題改編】如圖，一張長方形紙片ABCD，AB=4，BC=8，
將它沿EF折疊，使C，A兩點重合，點D落在點G處.請用2種方法

證明△AEF是等腰三角形.

【教學設計】教师原计划为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将重点讲解方法3。面对数据，教师改

进设计：

1.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不同的切入点和思考方向，展示其不同的解法，如方法4从角平分线的性质切入，利用等积法证明。

2.学生对比各种解题方法的优缺点，不断优化思维，丰富证明线段相等的方法；

3.指导学生寻找基本图形及基本图形之间的关系，如方法3从长方形对边、折叠的几何特性切入，关联平行线、角平分线的

知识解决问题，逐步引导学生从运用几何直观解决问题到运用逻辑推理解决问题；

4.减少条件AB=4，BC=8，让学生探索结论是否成立，从而把握基本图形本质；

5.从折叠的几何特性切入，连结AC，探索新的证明方法，为八下证明四边形AECF为菱形做准备，加强几何教学的成长性、

整体性。

教師成就學生，學生成就老師。
掌握學生的數據，掌握學校成功的力量。



通過互動教學回饋系統：

1.教師將任務（如練習等）推送給學生；

2.學生利用回饋器即時作答之外，還可以通

過平板、感應筆等方式遞交答題情況；

3.教師立即反饋，系統即時產生數據分析，

看見學生的思考；

4.教師根據數據進行教學調整（如右圖）。

基于評估數據的教學調整



例題、習題 數據 訪談 應對措施與改進

《九章算术》中记载了一道有趣

的数学题：“今有池方一丈，葭

生其中央，出水一尺.引葭赴岸，

适于岸齐，问水深、葭长各几

何.”这道题的意思是说：有一

个边长为1丈的正方形水池，在

池的正中央长着一根芦苇，芦苇

露出水面1尺.若将芦苇拉到池边

中点处，芦苇的顶端恰好到达水

面.问水有多深?芦苇有多长?请

你解决这个问题.

30%学生不能构造

直角三角形，标注数

据.

学生不能把

条件“池的正中

央”表示达成数

学语言BC=5，

10%学生未掌握

构造直角三角形

解决问题的方

法.10%学生不能

用未知数表示AB、

AC.

一、干预：交流讨论——解决实际

问题的步骤

1.画图：正方体——图形语言；

2.构造：求AB，必须要构造以AB为

一边的三角形——化归思想；

3.连线：连BC，得三角形ABC——数

学语言；

4.表示：“池的正中央”BC=5,葭长

AB=x——数学语言；

二、改编：吸引学生的问题情境

案例3
基于評估數據及時採取應對措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文字语言——图形语言——数学语言之间的转化策略，2.解决几何问题构建直角三角形模型的建构过程



1.學生表現出哪些學習偏好？

2.是受怎样的学习路径的影响导致的？

这些学习路径是如何形成的？

3.什麼時候干預？

採用怎樣的方式干預？

怎样的干預方式最有效？

基於評估數據恰時恰當的干预
學習過程中，基於評估数据，發現學生的學習偏好、學習路徑等相關規律，教師在恰當時間提供恰當干預措施。

考查目標：会运用等腰三角形的
判定定理解决较为简单的问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在这一个题的评估数据中我们发现不同的学生有明显的的学习偏好。我们是这样做的：学生表现出哪些学习偏好?这样学习偏好的形成是受怎样的学习路径的影响导致的？这些学习路径是如何形成的？是么时候需要采取干预？用怎样的方式干预？怎样的干预方式最有效？1.过分强调8字型2.前面一章内容为全等三角形，强刺激3.等腰三角形、全等三角形判定教学中，在复杂图形中找底角的经验缺乏4.在复杂图形中，找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经验缺乏



自主反思——归纳整理型 马虎——纠错型

典型——分析型 类型——变式型

基于評估數據设計專門的複习课

分析學生評估數據，針對不同的學習問題，探索出针对性的復習課堂模型。減輕學生學習

負擔，提高學業成績。



在不斷的實踐中，提煉出了基於評估數據的典型問題分析、干預、教學改進模型。

針對學生個性問題，推送針對性的解析、微課、靶向作業，精准開展個性化的師生輔導；

針對整體問題，教師進行專題研究、集體教學研討，及時進行課前、課中、課後各種補救。

在此基礎上，學科組對下一年的教學計畫作出調整，以促進教學設計、資源的進一步系統化、校本化。

基於評估數據的教學研討



学生基於評估數據的自主学习
現在的實踐之一

敬請期待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二）支架支持“自主思学”自主思学过程分为计划、实施、评价三大阶段。在计划阶段，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设定自主思学的目标，学校提供自我诊断的评价工具、知识掌握状态和学业比较报告等支架；实施阶段，学生根据学习目标执行学习计划，并持续监控学习进展。学校提供校本分层作业、作业微课等个性化学习资源，提供学习规划工具、自主学习方法与策略、学生个体和群体的学习反馈结果等支架；评估阶段，学生准确评估自主思学的成效，学校再次提供自我诊断评估的支持，提供学习历程趋势信息和知识点掌握情况的学业预测信息等支架，学生以此进行调整并制定下一步学习计划。（如图2）



如“標準差”知識點：數據1，

2，3，4，5的標準差是

_________.

各班此題得分率在24.5%～

98.2%，面對巨大的班際差距，

教師圍繞這些數據分析背後的

原因是什麼？交流分享教學經

驗。討論怎麼改進教学等问题

进行研讨。

案例4

如八年級下冊數學期末考試，平行四邊形綜合證明、較為複雜的一元二次方程應用題年段得分率整體較低，

班級之間、教師之間在某些知識點上得分率差距非常大（見圖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我们关注学校整体性知识塌陷，我们关注班级之间、教师之间在同一个知识点上存在的差距，集体备课时，在学生反思总结、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备课组教师之间分享交流，探寻或者设计课前干预、课中干预、课后补救、反思迭代4个方面策略。



基於大數據的混合式教研模型



数据知识数据伦理

数据意识

1.数据获取

2.数据处理

3.分析与解释4.教学决策

5.评价与改进

交流

數據素养框架

維度 二級指標 具體描述

是什麼？
數據知識

數據意識

數據倫理

怎麼做？

數據獲取

數據處理

分析與解釋

教學決策

評價與改進

做的怎麼樣？
數據交流

……

我們正在做的



第3章因式分解學生常見錯誤的分析與干預方法案例5

2023年10月24日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環節一 情境創設、活動引入：首先，李主任請何老師講述自己在因式分解

教學中發現的學生最常犯的錯誤。現場的其他老師紛紛補充此類型題的其他錯誤

情況。現場逐漸活躍起來。

李主任：因式分解的学习中学生常犯的错误有

哪些？

何老师：6x2-3x=3(2x2-x)或x(6x-3) .

余老师：2x-8=2(x-2) .

黄老师：还会有2x-8=2(x-6) .

陈老师：-(xy+2y)=-xy+2y .

尹老师：大同小异。



案例5

環節二 獨立思考、人人捲入：李主任提出2個問題，並讓大家獨立思考3分鐘後，

讓大家將學生的錯誤原因、干預的方法等寫到教室大螢幕的白板上。

李主任：犯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老师们：最大公因数(式)的知识没有掌握。

陈老师：我的方法是 2x-8=2x-2×4=2(x-4) .

何老师：如何找3x4和12x2y的公因式，我是这样教的（如图1）

李主任：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我们可以运用图形化策略帮助

学生理解与运算（如图2）

庄老师：关键是学生看到单项式要从意义上理解，如3x4=3xxxx.

第3章因式分解學生常見錯誤的分析與干預方法

老師們的初步共識：要避免上述錯誤，需要這樣做：

1.對單項式要從意義上看待。

2.準確尋找最大公因數（最大公因式）（H.C.F）

图1

图2



案例5

環節三 分享交流、現場生成：李主任讓大家思考下一輪教學改進的策略。教師們分別發言，交流

討論。最後，李主任根據白板上的記錄進行活動小結，現場生成了如何分析、干預學生錯誤、教學改進

的思路方法。

第3章因式分解學生常見錯誤的分析與干預方法

老師們的再次達成共識：

因式分解一章減少學生犯錯的措

施：

1.單項式的意義、冪的運算等

基礎需要打扎實；

2.求最大公因式的方法需要程

式化（先觀察係數、再看相同字母、

最後看字母的次數），並根據學生

的基礎提供差異化、多樣化的方法；

3.及時進行鞏固練習。練習要

設計成一步一步地提高，並要設計

成比較、思辨型，促進學生的理解

與鞏固。

庄老师：我主要是有阶梯地设置练习：

第一（3，12），（6，8），（5，10）；

第二（3x，6）；

第三（3x2，6x），（3x2yz，6xy2）……

在每一个知识点呈现后，我都会及时安排巩固练习。如在学生学习有关

幂的运算每一个公式的时候，我会及时安排巩固练习。我是这么设计的，让

学生在比较与辨析中加深概念的理解。

李主任：写出有关幂的运算的7个公式，提出：因式分解的基础涉及幂的

运算，而因式分解又是以后诸如中五年级函数化简的基础，大家要从联系的

角度看每一部分学习内容。

尹老师：但是我跟学生说因式分解对于后面的学习很重要，但学生并不

在乎。

李主任介绍了软件 mathigon、graspable math，强调可以采用很多的方

式，来唤起学生的兴趣。



學生錯因:
學生經歷過類似問題
學生知道：
0-1.5=-1.5
3-4.5=-1.5
……
學生錯誤的原因：
項數數错了

教學策略改进：
1.變異教學（變式教学）
0-1+2-3+……-99+100
0-2+4-6+……-198+200
0-1.5+3-4.5+……-148.5+150
……

關鍵問題：
學生如何正確、快速地获得項數（對數）？

問題解决：
1.提取公因数
1.5×(0-1+2-3+……-99+100);
2.加項減项;
3.刪0項;
4.項的變化規律得出对数：150/3
5.……

命題意圖（考查目標）：

1.能運用規律對複雜數列求和；
2.能用多種方式解釋與評估情
境相關的數學結果。

案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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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每小题得分
Series1 Series2 Series3 Series4 Series5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Total
7 5 5 4 4 5 4 5 6 5 50

2A 3.18 2.26 2.03 1.88 3.71 2.41 1.03 1.44 1.47 0.74 20.15 
2B 3.18 2.03 2.48 2.24 3.73 2.76 1.36 0.94 1.61 0.73 21.06 
2C 4.47 3.08 2.68 3.05 3.79 3.53 2.18 1.87 2.89 1.82 29.37 
2D 5.39 4.13 4.08 3.37 4.00 3.76 2.66 2.39 3.16 2.97 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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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 多源多視角聚類分析



學生錯誤:
2

𝒙𝒙2 + 2𝑥𝑥
−

1
𝑥𝑥 − 𝑥𝑥2

= 2(𝑥𝑥−𝑥𝑥2)
(𝒙𝒙2+2𝑥𝑥)(𝑥𝑥−𝑥𝑥2)

− 𝒙𝒙2+2𝑥𝑥
(𝒙𝒙2+2𝑥𝑥)(𝑥𝑥−𝑥𝑥2)

①沒有先因式分解，再取最小公倍式(L.C.M.)；

= 2(𝑥𝑥−𝑥𝑥2)−𝒙𝒙2+2𝑥𝑥
(𝒙𝒙2+2𝑥𝑥)(𝑥𝑥−𝑥𝑥2)

②通分後，分子中對𝒙𝒙2 + 2𝑥𝑥沒有加括弧；

= −3𝑥𝑥2

(𝒙𝒙2+2𝑥𝑥)(𝑥𝑥−𝑥𝑥2)
③分母不提取公因式，導致不約去𝑥𝑥；或者 −3𝑥𝑥

(𝑥𝑥+2)(𝑥𝑥−𝑥𝑥2)
不會化

命題意圖（考查目标）：

1.能對較為複雜的分式進行化簡；

學生錯誤的原因：

1.最為普遍的表現：𝒙𝒙2 + 2𝑥𝑥；𝑥𝑥 − 𝑥𝑥2僅僅只看成一個式子，而不

會進行因式分解等思考——缺乏數感，而這種數感與因數的概念

有强关联；

2.當測試時，恒等式、代数式等在一起的时候，学生混淆相互的

性质。——概念沒有熟練建構，知識網路沒有系統建構；

3.學生解題比較生疏，做到這裏，時間已經不夠了。

教學改進策略：

1.數感的多種培養；

培養分治的解決問題策略；

2.模組教學（專題復習課）：歸納明確的解題步驟，

並以變異教學為主。開展辨析，建構知識網路。

3.調整教學計畫。保證有足夠的時間加強操練。

案例7



學習需求為導向的教學目標，設計有梯度的學習任務，提供差異化的指導

實踐核心，敬請期待

討論：基於剛才的数据和分析，
如何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安排
合理的教學內容和順序？能夠更
好地提高學生的品質。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學習需求為導向的教學目標，設計有梯度的學習任務，提供差異化的指導。这是我们正在做的實踐核心，敬請期待



感謝您的聆聽,歡迎指正！

歡迎大家的加入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