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讲 学生情况分析 

给宋宁的注：此讲内容较少，明年上课时可以考虑与第四讲合并 

一、学生学习准备情况分析 

1. 起点能力分析的方法（此处应有讨论，红字为上课讨论时由学生补充的） 

（1）一般性了解：上课情况，作业，测验，辅导，板演 

（2）个别谈话：个别交流（中等水平学生，考虑抽样方法），家长会，
调查问卷 

（3）考试：摸底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等 

2. 数学学习心理 

需要考察：（1）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对数学学习有什么样的影响，我
们可能需要使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2）我们还需要留意学生的性别，
比如，男生和女生对不同的解题法、讲授法、甚至是例子，他们的接受程度可
能就是不一样的；（3）我们还需要注意学生的情感态度和学习动机。这些方
面，有很多书籍可以参考，也需要工作中慢慢体会。 

二. 学习风格分析 

学习风格是学生偏好的感知和信息加工模式。每个人的学习风格都会有所
差异，作为教师不要将其一概而论。比如，近些年网上炒得很火的所谓“学霸
笔记”，非常工整非常优美犹如艺术品一般。但是这个不应该被过度吹捧，因
为从学习风格上说，有的人确实就是做很少笔记，但是一样学习很好。 

学习风格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给宋宁的注解：此处应增加例子）。 

（1）按场依存性可将学习风格分为：场依存型/场独立型。 

“场”即外界环境。场依存型学生的学习依赖学习环境，需要明确的指导，
喜欢结构严密的教学；场独立型学生知觉稳定，相对独立，善于对学习材料进
行分析重组。 

（2）按知识表征可将学习风格分为：分析型/几何型。 

分析型学生更擅长言语逻辑，倾向于用语言组织的命题表征知识；几何型
学生更擅长处理直观图像，倾向于用表象和图形表征知识。介于二者之间的是
调和型。例如，研究某函数的单调性，分析型学生可能按照单调性的定义来判
断，而几何型的学生可能先把函数图像画出来再判断。 



（3）按信息加工风格可将学习风格分为：同时加工型/继时加工型。 

同时加工型学生擅长通过视觉或者“顿悟”将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
继时加工型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分类讨论。例如，解不等式|𝑥𝑥 − 4| > |𝑥𝑥 + 2|，同
时加工型可能偏爱直接两边平方或者数形结合，而继时加工型学生可能偏爱对
绝对值做分类讨论。 

（4）按感觉通道的偏好可将学习风格分为：视觉型/听觉型/动觉型。 

视觉型，注重色彩线条图像，不大喜欢纯语言讲授，动作快但却耐心。比
如有的学生背单词是不出声的，他是把单词作为一种图形记忆；再比如有的学
生代数很一般但是几何非常好，一看图形马上就有感觉；再例如，有的学生喜
欢把所学知识用图表画出来。典型的例子，宋宁的媳妇。听觉型，注重声调音
色，做事条理性强，说话层次分明。例如有的同学喜欢把所学内容录制成 MP3
反复听。典型的例子，我国已故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她不识谱，
但是作曲家给她哼唱一遍她马上就会了。动觉型，喜欢动手参与，喜欢主动完
成建构。这种学生学习时候喜欢动手操作，比如你讲一个题目，可能刚讲了思
路，他就自己动笔实践了。 

（5）从数学思维风格上，学生的学习风格可以分为如下三组：强抽象型/
弱抽象型，分析型/综合型，发散型/收敛型。 

强抽象型：长于演绎推理；弱抽象型：长于总结归纳。 

分析型：长于执果索因；综合型：长于由因导因 

发散型/收敛型：不应过度强调发散思维而排斥收敛思维。 

思考：数学教育是不是应该对体育生、音乐生、美术生、文科生、理科生
等不同情况有所区分呢？ 

三、数学学习中的非智力因素 

对宋宁的注：下面部分在第五讲教学目标中谈到，似乎放在这里更为合适。 

 对数学价值的认识 
 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数学学习的自我效能感——“数学焦虑症”与“数学过敏症” 
 对数学学习成绩的归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