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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制规范试题实现教学导向
——由一道试题的考情分析说起

⑧江苏省苏州学府中学席月琴

近期，笔者所在学校初二年级组织了一次阶段测

试．基于教学现状和学生的认知基础，在学生已经获得

“已知两顶点建构等腰三角形”解题套路的情况下，命题

者将一道与此相关的难度不大的试题“入卷”，以期考查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这一阶段核心知识和“作圆，作垂直

平分线”这两种常用的基本作图．在试卷批阅结束后，笔

者对这道试题的答题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试题的解答

情况与命题者的预期考试效果有很大差距，许多学生的

解答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现的错误非常集中，这让笔者

大为不解．伴随着考情分析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很多

学生出错并不是没有掌握解题方法，而是试题本身出了

问题．这不得不让笔者深思，试题命制应该注意些什么，

指向何方?本文拟结合这道试题及其考情的分析，谈谈

笔者的一些思考，并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试题分析

原题呈现：在如图1所示的正方形网

格中，网格线的交点称为格点．已知A、B

是两个格点，如果C也是图中的格点，且

使得AABC为等腰三角形，则点C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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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分析：命题者选择这样一道中考题作为阶段测

试试题，意在考查等腰三角形两边相等、等腰三角形的

轴对称性等知识．剔除与考点无关的信息，本题的实质

是“已知两个顶点，确定等腰三角形第三个顶点”．对等

腰三角形的基础知识、学生的作图能力有着较高的应用

要求．

解法分析：解答本题，需要紧扣“等腰”这个关键词

进行分类讨论，建构出“①4B=AC；②沮B=BC；③4C：BC”

三种情况下的等腰三角形．建构符合条件①的等腰三角

形，可以通过“作以A为圆心，AB为半径的圆”，圆上除了

点B和点B关于．hA的对称点外的点都能与点A、B构成等

腰三角形，而其中的与“正方形网格”的交点中的格点就

是本题中的点c，找寻符合条件②的点c的方法与此相

同，不再赘述．而要想建构出符合条件③的等腰三角形，

则需“作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在垂直平分线与“正方

形网格”的交点中，挑选出“格点”，这就是本题中所求的

点e因此，解答本题，必须抓住题眼“等腰三角形”，通过

“作圆和作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这两种基本作图建构出

自然生长的命题技术．

题例5(2013年北京市第24题)在△4BC中，AB=AC，

厶酣C=ol(O。<oz<60。)，将线段BC绕点日逆时针旋转60。得

到线段BD．

(1)如图7，直接写出LABD的大小(用含O／的式子表

示)：

图7

(2)女111N8，LBCE=150。，LABE=60。，半0断△4曰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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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并加以证明；

(3)在(2)的条件下，连接DE，若LDEC=45。,求Og的值
赏析：对于问题求解来说，点4、D都在等腰三角形

的对称轴上会影响后续思考的获得，同时保持对特殊三

角形的构造、发现、识别、利用也是这道考题想传递的．

想一想，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美到处都有，在于发现的眼

睛!此外，三个问题的呈现简洁好懂、自然生长，也是这

道考题的突出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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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三角形，从而数出符合要求的。4c的个数即可

二、考情分析

1．考情陈述

考后，很多学生反映本题难度不大，他们认为只要

用好“已知两顶点建构等腰三角形”的解题套路，就能顺

利求出答案，而且他们都认为自己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综合分析试卷上呈现出的解题痕迹，我们不难发现，绝

大多数同学都进行了三次作图：①以。4A为圆心，AB为

半径作圆；②以点B为圆心，AB为半径作圆；③作线黝B
的垂直平分线．接下来，找出所作的三条线(两个圆和一

条直线)与正方形网格的交点，找出所有符合要求的格

点C，也就得出了本题的答案．笔者所教的45名同学中，

几乎所有学生的解题方法都是正确的，考试时的解题思

路是十分清晰的，然而参加考试的学生中，给出正确答

案C的仅有12人，选择答案A的却有30人，2人选择了B，1

人选择了D．

2．错因分析

出现错误的同学中，除了选择B、D

选项的3位同学属于“知识缺陷”，不会

求解，其他同学都在图1中进行了非常

规范的作圆和作垂直平分线(如图2)．

在所作的图形中，以点4、点B为圆心，

AB为半径的两圆以及线段4B的垂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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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线与“正方形网格”的所有交点中，属于格点的确实只

有6个，即图2中的C。到c。，剔除与4、B两点共线的C：和

c5，30位同学选择了A选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题目给出的条件“如图1所示的

正方形网格”，命题者给出了“正方形网格”的文本信息，

但在图形中却变为了“邻边不等的矩形”，这显然没有实

现“文图呼应”．这样的图形条件，学生即使掌握了已有

的解题套路，并能规范地应用套路作出图形，也很难给

出正确的答案．

在对给出正确答案的同学进行的

调查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同学都是发

现了图形存在“问题”，自己重新作出了

标准的“正方形网格”，然后根据已有套

路作图，如图3，这样从图中就能发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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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的C点一共有8个．在这8个点中，既包括图2中的

两圆与网格的交点中的4个格点(另外两个格点c2、c5与

点4、B在同一直线上，不合题意，应舍去)，还包括垂直

平分线与网格交点的格点c7、c8、c9、C。。

将学生留下解题“痕迹”的图2和能得出正解的图3

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图2中，学生虽然也作出了垂直平

分线，由于原图的“问题”，这条垂直平分线与“正方形网

格”的交点并不是“格点”，而在图3中，图形准确，c7、G、

c9、C。。也就自然会出现在学生的图形之中了．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学生解答本题出错进行了这

样的归因：导致学生出错的不是知识的缺乏，也不是能

力的不足，而是命题者给出的图形不规范，让学生用标

准的解法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3．考后反思

基于考情分析和错因分析，为了放大这道试题的评

价与导向功能，笔者和学生一起对这道试题及其解答过

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试题讲评课上，笔者就这道试题

单独设置了学生陈述解题经验的教学环节，做对的学生

谈求解成功的经验，做错的学生谈解题后的反思与感

悟．通过互动交流，学生们达成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作

为学生，在考试时，应努力做到“文图呼应”，具备识别原

图缺陷的能力，要能在发现图形有问题后，重新建构符

合题意的图形，让解题基本套路的应用价值得以充分发

挥，积累下宝贵的解题经验．当然，笔者对此题也有着自

己的看法：作为老师，尤其是命题人，应规范地命制试

题，给出标准的图形、规范的语言，让学生获得的知识、

技能和解题方法得到有效的应用，进～步增强学生学习

数学知识、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信心．

三、几点思考

1．命制规范试题。为发展解题直觉领航

在初中阶段，几乎所有的考试都应具备诊断与反

馈、导向与激励的功能．试题的规范与否将直接影响着

考试评价与导向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命题时，命题人应

让每一道试题都规范“出炉”，实现有效考试．一些教师

在命题时，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我作出标准的图形，

学生不用思考就能直接通过度量发现结论，不能考查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显然，这样的命题观是有问题

的，它让试题的命制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说

白了，在这样的命题观的指引下，生成的试题就是个“错

题”，文字与图形不对应，学生是无法从自己的认知网络

中提取知识并进行解题应用的．就算学生能给出正确的

答案，也是在对试题进行矫正后获得的．显然，这样的试

题，不仅在无形中打击了学生应用所获知识解决新的数

学问题的信心，还一次次错失了培养学生直观解题和自

主创新能力的契机．事实上，很多伟大的结论都是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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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在发现结论后再去探究证明的．当初，如果不是苹

果砸在牛顿头上这一客观事实，也就不会有牛顿的“万

有引力”这一猜想和这个最终被大家认可的定理了．因

此，在试题命制时，我们应追求规范命题，呈现给学生规

范的数学语言、规范的几何图形、规范的问题设置等．在

命题时，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实现了试题的规范，才能让

学生在规范试题的解答过程中，发展解题直觉，积累解

题经验，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剖析认知基础．为命制有效试题奠基

理清学生的认知基础，是试题成功命制的起点，也

是试题命制成功的关键彳艮多次考试后，面对大量错误，

分析学生解题出错的原因，上面案例中的文图不对应是

其一．除此以外，我们还常得到这样的答案：学生知识储

备不足，要解题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让包括笔者在内的

一线老师很是无语，细细分析，学生无法从自己的认知

网络中提出知识应用求解，原因有二，一是学生认知网

络不全，缺少解题必备的知识；二是知识虽然已经“入

网”，但与其他知识问的融合还不到位，无法将试题中考

查的知识与学生认知网络中的知识进行关联，提取应用

自然也就非常困难了．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学生自

身的原因，也有命题者对学情认知不到位的原因．所以，

在命制试题前，我们应详细剖析学生的认知基础，弄清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知识，具备了哪些解题的技能，对

数学思想的应用价值感知到哪一步了，活动经验的积累

究竟有多“厚”，学生认知基础是否已经适合所命制的试

题．呈现给学生的试题，应符合学情，下面三类试题绝对

不能出现在学生的试卷上：一是应用后面知识更容易求

解的“穿越型”试题；二是应用其他学科知识容易求解的

“跨界型”试题；三是应用课标外知识容易求解的“超标

型”试题．

3．认真分析考情．为试卷讲评设计把脉

考试结束后，必要的试卷分析是不可缺少的．认真

分析考情，将会为试卷讲评准备好充足的第一手资料，

这对任何一次考试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考情分析，应

立足于学生的答卷，从学生的解题过程中捕捉有用的教

学信息，形成有效的讲评与交流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

发挥出考试的评价与导向功能．任何一次考试，学生的

解题错误都是讲评最重要的资源．考试时出错不可避

免，面对学生出现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一味指责，应从

试题本身和学生解答这两个角度进行理性分析，弄清出

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学生知识网络的建构不到

位，我们应通过讲评予以弥补；如果是试题不规范导致

的失误，我们应对自己犯下的错敢于承认，纠正错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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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给出正确的答案．在上面的案例中，笔者拿到

试卷后，并没有对出错的学生进行指责，而是认真分析

了学生的解题“痕迹”，深入到学生之中，与做错的学生

交流解题过程，与做对的学生分享解题经验，从中找出

了学生出错的真正原因，这为笔者的试题讲评提供了宝

贵的一手资料，避免了“盲目教学”．由此可见，通过对考

情的细致分析，我们能理清学生答题的情况，理解学生

的答题历程，对学生这一阶段的数学学习状况有一个较

为客观的认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讲评无疑是非常有

效的!

四、结束语

一道本不该出现大量错误的试题，由于命题人出现

的制图“意外”，学生虽然掌握了解题的基本方法，但最

终还是没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给出了惊人一致的错

误答案应该说，这样的命题是不妥的!如果让学生长期

解答这样的试题，试题本身所应具有的权威性将逐步丧

失．每一次解题，学生都要先去思考一下，试题是否规

范，我是不是要重新作图．这样的考试，其价值又何在

呢?!因此，笔者认为，任何一位命题老师在任何一次命

题中，都应本着“对学生负责，对老师负责，对教学负责”

的态度，站在“理解数学，理解学生，理解教学”的角度规

范设计数学问题，呈现规范的数学语言和几何图形，以

实现考试效能发挥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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