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初三数学“病例”档案反思答题过程初中升学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8/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B_8B_E5_88_9D_E4_c64_528538.htm 相信大家都对初三的

学习生活很有体会，老是感到时间不够用，题目越做越多，

却越来越没头绪。如何改变这种焦虑的状况呢？学习反思是

学习过程中常常被忽视但能有效达到事半功倍的一环，在初

三的学习生活中更彰显出其重要性。 反思环节不可少 反思是

指“心灵以自己的活动作为对象而反照自照，是人们的思维

活动与心理活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反思是指“学生对自

己的学习方式、认知方式、理解程度、思维过程等方面自我

认识、自我评价，以及对自己学习进度、学习心理的自我监

控”。自我反思是有效主体参与的元认知特征，自我反思是

主体意识发展的充分体现。 学习过程中，反思是不可缺少的

一环。但许多学生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实际上，获得问题的

一个解答结果与对问题解答过程进行反思、优化、推广的差

别，就如同一个人偶然钓到几条鱼和通过这样的偶然机会去

研究鱼的生活习性，并概括出什么时候可以在什么地方更容

易钓到鱼的差别一样。一个人对解决问题的体验是有时效的

，如果不及时进行总结，这种经验就会消退，从而也就失去

宝贵的思想方法的训练机会，失去从经验上升到规律、从感

性上升到理性的机会，这是教学上的一种最大浪费。对活动

的全过程进行调节与控制，这是一个活动主体对自己活动过

程的自我意识问题，学会了对自己的思维活动进行反思和有

效的自我调节，是思维成熟的标志。 建“病例卡”纠错 为了

提高数学学习效率，学生必须有时间、有机会对自己的思维



活动进行反思，对自己是怎样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应用

了哪些基本的思考方法、技能和技巧、走过哪些弯路、从中

获得哪些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剖析，逐渐培养随时监控自己

的数学思维活动的习惯。 因此，坚持建立学习“病例卡”，

能有效地做好及时反思、及时纠错、及时改进。准备一本数

学学习“病例卡”，把平时犯的错误记下来，找出“病因”

开出“处方”，并且经常地拿出来看看、想想错在哪里，为

什么会错，怎么改正，通过你的努力到中考时你的数学就没

有什么“病例”了。要记哪些内容呢？ 理思维过程 学生解决

问题时，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的“尝试错误”，再加上缺

乏对解题过程的反思，不对解题过程进行提炼和概括，为完

成任务而解题，导致解题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解题是学好

数学的必由之路，但是不同的解题指导思想会有不同的解题

效果。养成对自己的解题过程进行反思的习惯是具有正确的

解题思想的体现。为提高解题质量和效率，教师应该帮助学

生整理思维过程，确定解题关键，引导学生回顾和整理解思

路，概括解题思想，使解题的过程清晰、思维条理化、精确

化和概括化。 总结思维策略 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学生总是根

据问题的具体情景来决定解题方法，这种方法是受具体情景

制约的，如果不对它进行提炼、概括，那么它的适用范围就

有局限，不易产生迁移。因此应在学习后让学生反思学习过

程，结合数学基本方法，引导学生在思维策略上回顾总结，

分析具体方法中包含的数学基本思想方法，对具体方法进行

再加工，从中提炼出应用范围广泛的一般数学思想方法。为

了使解题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在反思问题设计时，就应该

考虑让学生对具体方法进行再加工，提出提炼数学思想方法



的任务。 析解题方法 学生在解题时往往满足于做出题目，而

对自己的解题方法的优劣却从来不加评价，作业中经常出现

解题过程单一、思路狭窄、解法陈旧、逻辑混乱、叙述冗长

、主次不分等不足，这是学生思维过程缺乏灵活性、批判性

的表现，也是学生的思维创造性水平不高的表现。因此，教

师必须引导学生分析解题方法的优劣，优化解题过程，努力

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通过这一评价过程，开阔学生的

视野，使学生的思维逐渐朝着多开端、灵活、精细和新颖的

方向发展，在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提高学生的

概括能力，以促使学生形成一个系统性强、着眼于相互联系

的数学认知结构。 找错误成因 学生往往在学习基础知识时不

求甚解、粗心大意，满足于一知半解，这是造成作业错误的

重要原因，在解题完之后，学生往往忽视对结论的反思，出

现结果不符合实际，数据出错等现象，特别是一些“隐性错

误”发生频率更高。因此教师应当结合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错

误设计教学情境，帮助学生从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角度来

剖析作业错误的原因，给学生提供一个对基础知识、基本概

念重新理解的机会，使学生在纠正作业错误的过程中掌握基

础知识，理解基本概念的本质，指导学生自觉地检验结果，

培养他们的反思能力。 学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做一定数量的

数学习题，在一定数量的训练中，积累解题经验、总结解题

思路、形成解题思想、催生解题灵感、掌握学习方法，做到

举一反三、熟练应用，避免以“练”代“复”的题海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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