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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错误资源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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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的数学课堂中，学生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但

是如果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些错误，能够将其变为自己的

一种教学资源，则能够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数学学科本身就是

一门逻辑性强的学科，而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能力还不强，所以

在数学学习中就会经常性出现错误，教师要利用好自己的教学机

智，将错误进行转化，变成自己宝贵的教学资源。本文针对小学

数学错误资源的利用策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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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的学习中学生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那么面对这些错

误教师要能够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通过错误快速成长。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学生的错误进行整合，变

成一种教学的资源。那么这些错误资源如何有效运用才能够发挥

出它们的作用和价值，教师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将错误变成教学

资源？这是目前数学教师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下面将结合个人

的一些经验就小学数学课堂中错误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行探究。

一、就地治错，引导学生反思

在小学的学习中，当学生出现了错误后往往容易走进死胡同，

不能够很好地转过弯来。小学阶段的学生认知能力还有智力水平

还比较的低，所以看待事物的时候不够深入和全面，那么这时候

就需要教师来进行指导，能够通过就地治错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对

于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去进行数学的反思。

比如在学习关于三角形认识的内容时，学生遇到了这样的一

个题目：一个等腰三角形，它的两条边分别是 1 厘米和 5 厘米，

然后让学生求出等腰三角形周长。学生在解题中出现了两个答案。

即一个是（1+1+5），另一个是（1+5+5），这时候教师不要急于

公布答案，而是问大家构成三角形时候三条边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这时候学生会突然意识到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必须要大于第三条边。

然后再让学生去思考自己的答案，学生会发现第一个答案显然是

不成立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教师并没有把学生错误的答案进

行直接的更正，而是通过知识的引导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思考对自

己存在的错误进行纠正，从而实现了错误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引导思辨，组织教学批判

数学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那么在数学错题的利用中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机型能够

思辨，让学生能够对自己的数学练习进行批判。

比如在学习关于圆锥体积的内容时，很多的学生会出现一些

错误性的理解。既然圆柱的体积是圆锥的三倍，那么圆锥的体积

就是圆柱的三分之一。那么对于学生经常存在的这一个错误认识

教师可以进行这样的引导。教师可以拿出两个底面积不同的圆柱

和圆锥体。然后使用圆柱体装水，把装满的水倒入圆柱体中，正

常情况下应该装三次圆柱就会满，但是并没有。然后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去进行思考。这时候学生会突然意识到原来大家都丢掉了

圆柱和圆锥等底等高的条件。通过验证进一步地总结出了只有在

两者等底等高的条件下体积三分之一的事实。通过这样的引导，

实现了错误资源的利用，让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发展。

三、深度挖掘拓展学生思维

数学知识都是学生在不断地思考还有探索中获得的。那么如

果学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法，那么他们出现的错误也会有所不同。

面对学生出现的错误，教师需要深度观察和思考错误背后的一些

教学价值，让学生在错误中进行举一反三。

例如在学习关于图形面积计算的问题时，大家遇到了这样一

个练习题：张大爷家有一个梯形的果园，果园的上底为 6 米，下

底为 5 米，高是 2 米，求一下王大爷家的果园面积。因为学生都

掌握了梯形面积计算的公式，所以很快得到了答案。这时候教师

可以请几位学生在讲台前进行讲解。这时候有的学生直接写出了

6+5 的答案，引发了台下学生的笑声。这时候教师可以询问学生

思路，学生会说因为后面高是 2，和高相乘后还需要除掉 2，所以

就直接省掉了。这时候教师可以问学生如果梯形的高变成了 4 或

者是 5 还能否这样运算，学生也会意识到只有当高为 2 时才可以

这样进行简便的运算。

四、组织学生辩论修正数学错误

对于学生存在的错误，如果是教师进行集体的纠正，往往不

能够给学生留下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印象，很有可能在今后还会再

次出现类似的问题，这时候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就错误进行辩论，

往往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改正。

比如在学习比的内容后，教师设计了一个练习题：现在有 AB

两杯奶茶，A 茶中奶和茶占比 2 ∶ 3，B 茶中奶和茶占比 4 ∶ 5，

将奶茶混合在一起，新的奶茶的奶和茶占比是多少。这时候学生

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答案，教师就可以让学生进行辩论，通过辩论

学生很快认识到了自己出错的原因，同时有效的培养了学生探究

问题的能力和沟通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数学课堂中学生出现错误是无法避免的，而数学

教师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错误变成一种教学的资源，有效地借助于

错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究力和沟通力，促使学生数学素养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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