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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备考研究】

高三思想政治客观题 “三阶四环” 讲评模式

向小琴

（成都市玉林中学，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高三阶段加强测试与反思是应对高考的有效手段， 而对于一轮接一轮的测试而言， “三

阶四环” 教学模式是思想政治客观题习题讲评的有效方式。 文章从教学实践案例出发， 以经济生活方

面的习题为例， 对如何在客观题习题讲评中践行 “三阶四环” 讲评模式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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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试制度的改革及新课程标准的颁布，
高考客观题考试走向以核心素养立意。 高考人才

选拔的特性， 使之注重在有限时间内体现学生运

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 想要高三学生在有限时间内， 将日

常学习和做题实践中掌握的知识、 技巧巩固， 熟

练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解题， 测试是最常用

的有效手段， 而测试之后的习题讲评也就成为教

学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三阶四环” 讲

评模式是有效提升讲评效果， 增强学生客观题解

题能力的有效抓手。
“三阶” 指学生认知的三个阶段， 即知识的

浅层加工—知识与能力的深度建构—能力与素养

的自我提升。 学生对习题的初步认知到最后落实

为核心素养， 需要经过 “感性认识” 到 “理性认

识” 的阶段， 要透过对习题的理解到能够运用学

科思维和学科方法达成知识的迁移， 最后才能形

成核心素养要求的品格与关键能力。 “四环” 指

教师根据学生认知的三个阶段构建习题讲评的四

个教学环节： 学生自主释疑—课中答疑解惑—知

识逻辑构建—巩固反思提升。 四个环节充分发挥

学生主体地位， 遵循了学生认知自然发展的规律，
教师在此基础上发挥主导作用， 推进教学目标的

达成。 下面笔者以经济生活方面的客观题为例，
从教学实践出发， 谈谈如何在习题讲评中运用

“三阶四环” 模式进行讲评。
在完成经济生活模块的复习后， 笔者认真研

读了高考考纲及考试说明， 并给学生安排相应的

测试， 以了解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 该测试所设

置的题目几乎覆盖经济生活方面全部考点， 总计

２４ 个客观题， 并在测试后对学生错误率较高的题

目进行分析。 因为只有掌握了学生的整体情况和

个体差异， 教师才能基于学情引领学生分析错因、
澄清概念、 深化认识， 并总结出解题的正确方法

与规律，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 学生自主释疑

作为第一个教学环节， 学生自主释疑基于学

生认知阶段知识的浅层加工， 通过学生个人的自

主分析和学生互助解决错题，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

主体作用， 让学生在自我释疑中内省， 在小组合

作中发挥互助的力量， 共同提升能力与素养。
首先， 分析错题， 自我释疑。 以核心素养立

意的高考指向学生素养的提高和能力的提升， 此

中关键在于学生自身， 因此习题的讲评必须着力

于学生的自我提升。 笔者在得出测试成绩后立即

要求学生在正式进入习题讲评课前完成自主释疑，
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学生通常在自我反思后已

能厘清一些因为粗心和知识点混淆而答错的题目，
余下即是学生未能真正理解的错题， 这一部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