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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支持的高效讲评策略 
◆孙宜波 

（湖北省兴山县教育培训研究中心  443700） 

 
摘要：分析传统英语评讲课面临的困惑 结合教学实际开展实验，探究基

于数据支持的试卷讲评策略，旨在寻找基于数据的高效评讲方法.即:以测

试数据为支持，师生合作探讨解决学习中的共性难点，小组互动探究解

决学习中的个性难点，使学生通过互动学习和自主学习，提高试卷讲评

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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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指出，英语课程教学既要面向全体学生，也要关
注学习者的不同特点和个体差异，只有 大限度地满足个体需求
时，才有可能获得 大化的整体教学效益。传统的试卷讲评课，
教师基于经验的讲解，面面俱到，滔滔不绝，但较少关注学习者
的学习情况，费时而低效。在英语讲评课的设计上，我们也可以
数据采集为基本，依据数据研究学生的学习情况，找到不同学生
对于知识疑惑点和盲目点的共性与个性，以师生合作探讨解决学
习中的共性难点，以小组互动探究解决学习中的个性难点，达到
高效的评讲目的。 

1、快速批改测卷，及时反馈测效 
测试结束后，大部分学生急于知道自己的成绩，情绪比较高，

而且对测试题及自已的解题思路印象还比较深刻，此时开展讲评
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加快测试效果的反馈速度，就必
须加快测试卷的批改速度。因此，批改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如客
观题可采用学生互改、小组批改、机器批改的形式，主观题则可
采取学生先行试改，教师随后复查批改的方式。力争在第一时间
把测试结果反馈给学生。提高评讲课的时效性。 

2、精确数据统计，依据学情备课 
以下表格为某次英语测试 26-40 小题错误人数采集数据 

英语测试 26-40 小题答题错误人数统计 

题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答错 
人数 

5 7 23 1 12 6 4 34 6 3 

题号 36 37 38 39 40      

答错 
人数 

17 13 29 7 10      

以上数据为学生举手统计，误差率大约在百分之四以内。 

传统的试卷评讲，教师多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确定
讲解的重难点。我们应该由基于经验的试卷评讲转为基于数据分
析的试卷评讲。在条件许可的学校，基于手机、扫描仪、阅卷机
等各类智能终端设备实现数据采集；即使条件不许可，我们依然
可以以传统的举手统计方式，花个三五分钟，做一个较精确的数

据采集，获得各种题型、各个小题比较全面的错误率分析数据。 
3、师生合作探究，突破重点难点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的授课就可以有的放矢了，那些

出错率较高的试题，往往也是对知识的综合性考查较强的考题，
教师可以提前从试题、学生、教学三方面有针对性地研究，分析
学生出现错误的原因，有侧重性地准备好授课内容，引导学生课
堂探究，并准备一些经典例题以让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使
得重难点突破。从上面的表格数据可以看出，第 28；33；38 小
题学生的错误率较高，教师应在引导学生探究的基础上重点评
讲。 

4、学生组合探究，弥补个性短板 
对于错误较分散的试题，这类现象显示对于某个知识点，多

数学生掌握得比较好，有困难的只是少数学生，因此可以以临时
结对帮扶的形式，允许学生自由地相互探讨求教。同一个学生，
对于已掌握的知识点，以指导者的身份给那些求助者予以指导帮
助；而对于那些未理解的知识点，又以求助者的身份寻求帮助，
于是课内瞬间出现了若干位“小老师”帮助求助者的画面，在求
教他人与指导他人的角色中不断转换，对于错题学生来说，在这
种内需式的学习中，学习的目的性更强，动机更纯，学习效果则
会更好；对于指导学生来说，在指导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消
化、巩固了知识点，甚至还会发现新的困惑并加以研究解决，提
高了学习的深度与广度，在合作探究、自由探讨的学习氛围中，
达到了指导者与求助者双方的共赢。上述表格中，除 28；33；
38 之外的小题学生的错误率不高，可采用这种方式。 

5、依据不同情形，转换师生角色 
基于数据支持的试卷讲评，教师的角色在不同的情形下应实

现切换。面对测试环节，教师是测试工作的准备者、组织者；面
对测试结果，教师是各项测试数据的采集者；面对基于数据支持
的备课，教师是数据的分析者、课堂教学策略的制订者；面对学
生的共性难点开展教学时，教师是学生探究学习的引领者；面对
学生的个性学习难点时，教师是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促
进者、指导者、成效检测者。 

当数据与英语讲评相结合时，将开启精准高效的评讲教学模
式，更好地解放教师，使教师在教学中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
与学习效果，避免无效劳动。更好地解放学生，把课堂的主阵地
还给学生，个性化选择学习内容，按需学习，使学生在课堂互动
探究中实现学习中的行为参与、思维参与，达到精准高效的绿色
讲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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