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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阅背景下的高三政治试卷讲评课研究
王素霞

（河北平山实验中学，河北 平山 050400）

摘要：试卷讲评课是高三复习中的常见课型，可以查漏补缺，提高能力，提升素养。课堂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高考的成败，但在教

学实践中还存在着只对答案、逐题讲解、就题论题等现象，学生缺乏课堂参与度，讲了还错，一错再错，而网上阅卷就为我们提高试卷

讲评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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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历考试，与题亲密接触

学生考试时，老师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文综测试中的政治

部分。尤其是主观题，不能仅限于想想，要像学生一样把答案规

范地答到答题卡上。亲自去做才能理解、发现学生在审题、答题

中存在的问题，更容易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引导，便于对答案

进行有效拓展和延伸，也有利于提高讲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

升教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形成

并完善解题策略。

二、网上评阅，截取典型答卷

备课组要集体分析标准答案，确定得分点，踩点计分，严格阅

卷。当发现典型答卷时，要及时截取，制成 PPT，已备上课使用。

所谓典型答卷或是书写清楚、答题规范、要点齐全的满分试卷，或

是审题答题方法不当，甚至出现知识性错误的试卷。比如，范围不

符，主体不全，要点重复或欠缺，关键知识出错，术语不规范等。

这些错误是学生经过努力可以避免，然后可以拿到高分甚至是满分

的，教师要做的就是展示典型答卷，引导学生自己真正领会从零分

到满分的解题思路和方法，激发学生自我纠错的内生动力。

三、分析数据，了解考试全貌

我们学校使用的是好分数阅卷系统，成绩发布后，点击“班

级诊断”，可以看到最近四次的班级平均分等数据，还可以查阅

哪些小题和考点的得分率低于全年级，便于教师反思、改进某个

知识点或某类题型的教学。点击“学情分析”，可以看到进步或

退步的学生名单和名次，以及每个学生的答题卡和成绩报告。点

击“试卷讲评”，可以查看每个小题的得分率，单选题每个选项

的比率及选该项的学生名单和人数。主观题会展示每题的优秀答

案和四个得分段内的学生人数及名单。通过综合分析这些数据，

不仅可以从宏观上了解考试的总体情况，还可以从微观上明确需

要重点讲评的试题或选项、需要关注的重点学生、需要提升的知

识点和能力、需要改进的审题答题方法等。与传统人工阅卷、手

工数人数统计数据不可同日而语。网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工

成本，为提高试卷评讲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提供了数据支撑。

四、依托数据，进行高效讲评

（一）摘出选项，判断正误

单选题可以把错选率较高的错误选项和漏选率较高的正确选

项摘出来，让学生判断正误并改正，不能一眼判断正误的，要以“备

注”的形式整理到笔记本上，不定时翻看，以加深印象，力争做

到同样的错误不再重犯。

（二）回归教材，拓展延伸

弥补错题背后的知识漏洞就需要回归教材。考试万变不离其

宗，这个“宗”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教材，要阅读相关正文和

辅助文部分，透彻理解该知识以及与相关知识的区别和联系，建构、

完善知识网。

试题拓展可以可以引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会议等

党和政府重大会议精神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以让学生谈谈对标准

答案的看法，判断哪些要点可以得分，哪些要点必须舍弃，并阐

述理由。既锻炼提高了学生围绕问题和材料精准筛选原理的能力，

也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拓宽了思维。只有让学生自己去真

正经历探究思考的过程，才是深度学习，才会有真正的收获。

（三）授生以渔，方法建模

要弥补学生错题背后的方法漏洞，就要让学生学会不同题型

的解题方法，对有些学生来说，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做单选题，一般要先看材料和选项的连接词，虽然短，但信

息量大，它会告诉我们范围、主体、方向、角度等信息，再看选项，

排除本身错误的题肢，但要注意看完四个选项后再行排除，再排

除不符合连接词限定的题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陌生的选项不要

轻易排，剩下本身正确的选项后，再回看材料，选出更能回应材

料主旨的一项。单选题中还有坐标曲线、图表类、传导类等特殊

题型。教育部考试中心编写的《考试说明》和历年《试题分析》

中都有这些题型的解题方法，教师可以参阅引用。

主观题的一般解题方法是先审问题，审问题中的范围、主体、

主题、角度、分值等，限定原理的题要先回忆原理要点，带着问

题审材料时，要随手划出关键信息，把想到的要点简单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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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遗忘。可以根据标点符号划分材料层次，分析不同段落间关系，

最后围绕问题和材料重新筛选整合要点，要把确定无疑的答案放

在最前面，字迹清楚，答题规范。

原因类主观题可以从必要性和重要性两个方面分析，无论是

必要性还是重要性，都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考虑。评析类主

观题，一般是围绕某句话运用原理辩证分析，合理的加以肯定并

阐述理由，不合理的指出来，谈危害并给出正确的做法。

开放性主观题就是最后一问，被戏称为“小学生做的那道题”。

得分的关键在于明确题目的各种要求，比如范围、主体、主题、条数、

字数、类型（建议、广告、标语、诗词等）等。当然也可以让成

绩好的同学到讲台分享解题方法。

主观题答案的一般构成有教材原理、材料语言、时政热词三

部分。教师要引导学生积累时政词汇，比如，以人民为中心、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四个自信”、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业态、

新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等。

（四）展示答卷，自主纠错

有一次测试，最后一问主观题考到方法论建议，学生得分率

只有54%，我在课堂上展示了一些典型答卷，答成文化生活了的，

范围不对，0分；只答哲学原理还是0分；只答方法论，没有材料，

得 3 分；既有方法论，又结合材料，才能得到满分 6 分。从 0 分

到 3 分再到 6 分，学生触动很大，要知道 6 分在高考中会有几千

甚至上万的名次差距，但是这 6 分又是那么容易拿到，丢得实在

可惜，让学生找到心痛的感觉，产生补救的强烈愿望，激发学生

纠错的内生动力。几天后，又一次测试考到方法论建议，得分率

居然高达 95%，效果不言而喻。

当然做题方法不一而足，能得高分就是王道。方法也只有被

学生真正内化掌握，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五）原题重做，变式训练

得分率极低的个别单选以及所有主观题都可以采用原题重做

的方式。主观题重做，可以运用展台或 PPT，教师展示主观题材

料和答案，让学生分析答案要点回应的材料信息，再把答案拿掉，

让学生到讲台上自己指出关键信息并说出答案。也可以由老师画

出关键信息，师生共同分析答案要点，再由学生到讲台说出答案。

这样，学生看到材料中的既定信息就会想到相应原理，也有助于

学生答案的术语化，规范化。

好分数阅卷系统中每一小题后都有相应的考点强化训练可以

作为变式训练题，也可以原题改编，或是找到模拟题背后的高考

母题进行变式训练。

（六）激发兴趣，提升素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试卷评讲课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安排，要

紧紧围绕学生，设计各种活动，把课堂变成学生展示的舞台，把

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到极致，毕竟将来真正参加高考的是学生。

还可以通过试题材料直观化激发学生兴趣，可以播放与试题材料

相关的新闻资料，播放相关歌曲，挖掘试题背后蕴含的学科素养，

实现育人的终极价值，这也是上好一节试题评讲课的灵魂所在。

（七）心理疏导，积极备考

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分数，积极面对考试。告诉学生，高考

前的所有考试只有一个功能，查漏补缺。同学们紧盯的绝不应该

是分数，而是分数背后的知识、方法、素养、心态等，发现问题，

及时补救，下次测试变得更好，足矣。没考好的同学不应该垂头

丧气，而恰恰应该庆幸，庆幸这不是高考，犯下的错误还有机会

弥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这样，无论是考好还是没考好的

同学，都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试题上。

在课堂可以上播放励志歌曲，例如，《少年》《少年行》，

还有神州智达每年制作的《凤凰涅槃》视频等，都可以让疲累的

学生瞬间精神振奋，重新燃起奋斗的激情和力量。

五、个别辅导，“精准扶贫” 

高三教师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同时，还要时刻关注尖子生和临

界生的状况，做好培优扶差工作。要在考后一两天内，利用好分

数阅卷网中“查看答题卡”功能，与学生一起分析每一题的得分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制定改进的措施。学生存在的问题

不一而足，有的是答案要点不全或重复，有的是字迹不清，有的

是罗列要点不结合材料，有的是照搬答题模板不会精准选用原理

等，要因人而异，做好个别辅导，激励、相信学生下次考得更好。

教无定法，试卷讲评课也不例外，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阅卷

带来的的数据分析，精心设计学生活动，激发学生纠错的内生动力，

真正提高试卷讲评课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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