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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对中考探究性试题的认知现状调查与思考
*

江苏省太仓市第一中学 215400 陈 晨

江苏省太仓市实验中学 215400 赵 军

【摘 要】 新课程标准实施的背景下，探究性试题的地位愈加重要．本文旨在用调查问卷法，对初中生知晓探

究性试题的现状进行研究，并努力寻找更好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希望能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为广大初中学生提供学习指导．
【关键词】 探究性试题; 问卷调查; 建议

1 问题的提出

探究性试题一般指需要考生运用所学的知识，通

过恰当的联想、类比、测试、观察、解释、分析、归纳等

综合手段，进行探索和研究的一类试题．探究性试题

在立意方面具有创新性，解法方面具有探索性，结论

方面具有多元性等特点［1］．
近年来，全国各地中考数学试卷中，探究性试题

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地极为重视试题的开放性和创新

性．中考探究性试题，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创新意识方面，有

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探究性试题正

越来越多引起教师和学生们的重视［2］．
本调查研究旨在了解目前初中生了解探究性试

题的现状，并从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中寻找改善现状

的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初中生对探究性试题的认知程

度和解题能力．
2 调查对象与问卷

2．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以太仓市某初

级中学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的部分学生为调查对

象．调查时每个年级统一各发放问卷 200 份，三个年级

共 600 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579 份( 其中七年级 197
份、八年级 192 份和九年级 190 份) ，有效率96．5%．
2．2 调查问卷

本研究所用的调查问卷为自制问卷，是在参照大

量国内相关文献［3－9］、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于 2021 年 3 月至 4 月，通过对专家进行咨询，对问卷

的内容进行反复修订和完善．本研究评定专家由 6 名

成员组成，主要包括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一名、中学数

学高级教师三名、中学数学中级教师两名．经过专家

自评，专家个人权威系数均在 0．7－1 之间，总的权威

系数为 0．83．
该问卷包括 8 个条目，采用 Linkert3 级评分法，对

知道、不完全知道及不知道三个等级，分别记 3 分、2
分及 1 分，得分越高，说明初中生对探究性试题的认

知越好．邀请六名专家对问卷条目进行内容效度验证．
经检验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1，内容效度指数( Index of content validity，CVI) 为

0．89．
3 调查结果分析

教学实践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3－9］，可将探究性

试题分为: 规律型、实验型、存在型、条件型、结论型、
新概念型、阅读理解型和动态型探究性试题．本研究了

解初中各年级学生对各类探究性试题认知的现状，具

体调查结果汇总成表 1．
表 1 对初中三个年级学生认知探究性试题的调查结果分析

题型
初一各类型

试题均分

初二各类型

试题均分

初三各类型

试题均分

规律型 2．27 2．33 2．56

实验型 2．64 2．63 2．70

存在型 1．65 1．92 2．49

条件型 1．47 1．75 2．55

结论型 1．88 2．39 2．61

新概念型 1．72 2．21 2．51

阅读理解型 1．82 2．22 2．43

动态型 1．78 1．84 2．75

总均分 1．90 2．16 2．58

通过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 初一学生知道较多的

是规律型和实验型探究性试题，知道较少的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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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条件型、结论型、新概念型、阅读理解型和动态型

探究性试题．初二学生知道较多的是规律型、实验型、
结论型、新概念型和阅读理解型探究性试题．知道较

少的是存在型、条件型和动态型探究性试题．初三学

生各种类型的探究性试题知道都较多，明显优于初

一、初二学生．
4 结论与建议

4．1 调查结果

从反馈结果可以发现，初中三个年级学生对于探

究性试题的知晓率普遍较低．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级的增长，学生对于探究性试题的掌握越来越好，

但初三年级对各种类型的探究性试题的知晓率还没

有达到百分之百．此处看似 3 分的总分，初三学生的总

均分 2．58 比较高了，但实际情况是这里仅仅是学生了

解探究性试题的调查，还未涉及到如何解决它们．很
多学生都没见过这类试题，更谈不上如何解决它们

了．这样的调查，就提醒我们一线的数学教师要积极

地行动起来，既要帮助学生认识各种探究性试题，也

要提高他们解决各类探究性试题的能力，最终达到老

师自行 设 计 探 究 性 试 题 的 目 的，为 一 线 教 学 提 供

参考．
4．2 原因分析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众多，总结如下: ( 1) 太仓市

近几年使用的苏教版教材，七年级学生更多地接触的

是代数问题，因此了解规律型和实验型探究性试题机

会较多; 进入八年级后，随着几何证明题的加入，学生

开始了解结论型和新概念型探究性试题; 但直到进入

初三，知识体系彻底完善，学生对各种类型的探究性

试题才有了全面了解． ( 2) 这几年对于应试教育的排

斥，各地更多地提倡素质教育，学生越来越迟地接触

中考试题，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学生只完成课本上几

道作业题，或者只是到网上搜索一下答案，并不仔细

研究，他们疏于试题的研究．( 3) 教师的引导不到位也

是重要原因之一，教师没有积极分析研究探究性试

题，总结出适合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使得部分学

生畏惧此类试题．因此，教师必须做好表率，通过研究

现有的探究性试题，从而达到自行设计探究性试题的

目的．
4．3 改进建议

国内学者钱德春［10］认为: 随着中考数学试题的

命题趋势和新课程改革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不断深

入，教学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教师，需要由

传统教学活动的发起人和研究人，转变为与学生一起

成长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教师需要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让学生在实践、

经历、猜想、探索中获取知识，并充分挖掘学生潜在的

能力，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更利于探

究性试题的讲解和分析．
4．3．1 激发兴趣是学生学好数学的前提

“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

辅而不反．”这是我国古代《学记》中的原话，它的意思

是说，学生往往会因为喜欢一位老师，而开始喜欢这

位老师所教授的学科，并会努力把它学好．这充分说明

了，教师提高课堂趣味性的重要意义，只有学生认为

教师讲课好，他们才能喜欢这位老师，进而喜欢数学

这门学科．所以，每一位一线的初中数学教师要在平时

多阅读、多思考、多教研，努力将每一节数学课都上得

精彩、生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授探究性试题，让学生印

象深刻．
4．3．2 重视课本，抓好基本功

江苏省 13 市中考数学的唯一教材就是苏教版六

本《数学》课本［11］，所以我们每一位初中数学教师在

平时讲课时，一定要以它为我们授课的重要参考标

准，从基础开始讲授．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江苏省 13 市

的中考探究性试题，就来自于课本，在课本原题的基

础上进行适当的变形，所以平时的课堂不能“忘本”．
4．3．3 教师要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

教师要自觉完成江苏省每年的 13 市的中考试

题，如果有时间和精力，还可以将全国各地的中考真

题都做一做．在做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解题能

力，现在网络上试题汇编的东西也较多，教师可以根

据需要下载后认真完成，特别关注其中的探究性试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做题只是第一步，也是最次

要的，而最重要的是能在解题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

加进自己对于试题的思考，适当的时候进行一定的归

类总结，甚至可以写一些相关的论文，将自己的想法

总结出来，并运用到教育教学中才是真理．只有教师自

身的能力提高了，才能教育出更加优秀的学生［12］．
4．3．4 重视平时的数学阅读和积累

初中数学教师看似不需要像文科老师那样大量

阅读，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初中数学教师也

需要阅读，而且阅读后的思考是非常珍贵的，这样才

能更好地解决中考探究性试题［13］．例如，新概念型探

究性试题是一种新的探究性试题，近年来，它在江苏

省中考试卷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为了更好地应对该类

试题，老师平时要多阅读和数学有关的书籍报刊等．
5 小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本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初中生对探究

性试题的研究和认知程度亟待加强．但由于时间限制，

本研究的样本量和研究时间还显不够．建议在今后的

2

ZHONGXUESHUXUEZAZHI 中学数学杂志 2021 年第 10 期



研究中能够补充研究数量．学校可以设计适合学生自

身特点的探究性试题校本课程，并设立专门的实验

班，每周进行探究性试题的学习和研究，以便观察其

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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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会数学思考”的课堂教学评价表
*

廊坊师范学院理学院 065000 李 静

【摘 要】 目前数学课堂教学评价表操作弊端在于观测点多而主要的不突出．数学思考是课程主要目标，影响

着课堂主要矛盾———学生与内容之间矛盾处理解决．从教学系统视角出发，突出培养学生学会数学思考，制定了便

于操作的数学课堂教学评价表．
【关键词】 数学思考; 课堂教学; 评价表

目前有些学校数学课堂教学评价表规定许多维

度观测点，以此进行评课规范．这一做法，对于提高课

堂教学文化水平有好处，有利于教师基本功的提高和

训练，值得肯定．但是从教师执教来看，为了照顾很多

观测点，要面面俱到，感觉很费劲，深怕有一个方面注

意不到，影响听课成绩，多少有点顾此失彼，到最后也

许最主要的在一开始以及中间过程可能想不到或关

注不过来，表面看似语言准确、过程流畅，其实质性内

容有可能失落．当然，没有课堂评价规范要求，也可能

造成教学随意性，也不利于课程目标顺利实现．此外，

多数课堂教学评价表都是所有学科通用的甚至抽象

模糊的［1］，缺乏学科特点，也不利于操作，不利于对课

堂教学的深度评价．数学课堂教学规范本身有它的特

殊性，有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要求，其主要是学生数学

思维培养方面的要求．围绕学生数学思维培养展开教

学，有助于解决课堂教学中主要矛盾，即学生学习知

识水平与教师传授知识难度之间的矛盾，以此促进其

它课程目标的共同实现．所以，以数学思考为主要观测

点来制定数学课堂教学评价表，有助于实现其合理

性、科学性和操作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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