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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数学易错题的做前干预策略 
李杲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本文分析了小学高年级数学易错题出现的原因分析，提出了基于高年级数学知识点的数学易错题管理与干预策略：一是

在高年级课堂上设计错题提前干预的教案，二是教师要及时跟进易错题，三是在课堂教学中的错题并进行时刻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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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易错题的纠正与预防，这是数学教学的难点和重

点。为了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必须突破易错误点的问

题，找出学生经常忽视易犯错误点的原因，并从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使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正确的学习规律，因此本文

将对小学高年级数学易错点的提前干预进行研究。 

二、小学高年级数学易错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数学知识，数学教学的

难度也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将在问题解决，综合分析和容易

出错的问题中遇到一些容易出错的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学生思维僵化导致经常出现容易出错的问题。小学教学中，

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当前的小学数学中，较为多

见的是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高年级的学生在解题时，更多的是搜寻自

己已经学过的知识，沿用传统的解题思路，从而使其学习较为僵化，无

法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 

第二，学生的心理因素是易错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小学高年

级数学中，一些学生主观的认为题目难度较大而放弃结题或者在审题时

未能正确的理解题目的意思，从而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另外，学生对

于题目的理解出现一定的偏差，使其觉得题目相对简单，在做题时不够

细心等都是的易错题较为多见。而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耐心不足，使其

不能静下心来去理解题目的意思，并且进行充分的分析，从而产生了许

多错题。 

第三，教师教学方法相对落后也使得易错题多现。在小学高年级的

数学教学中，许多教师仍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

及探究式学习的引导不足，也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些都使

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形成了一种单一且

僵化的思维模式。加之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使其在练习和考

试中便无法正确的解答题目，从而出现许多易错题。 

三、基于高年级数学知识点的数学易错题管理与干预策略 

高年级是小学数学教学的关键阶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提前介

入学生的数学学习过程，并运用各种辅助学习的例子进行积极的干预。

包括探究活动的初步计划设计和课堂教学设计，以及课后发现错误点的

早期干预策略反馈。 

1.在高年级课堂上设计错题提前干预的教案 

预习案是数学学科教学正式开展前的关键环节。预习案要体现干预

思想理念，通过设计一系列的问题串来引导学生，让他们对新知识点有

所认识，并能够展开自主性学习。在预习案中应该设计本课程的学习目

标、知识重难点、教材的初步导读内容、各个知识点的初步探究内容以

及对易错点的再次探究内容，同时要求学生将不理解的内容收集起来，

以便于在随后的正式学习中提出，由师生共同讨论解答。 

如，在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的“图形与几何”教学中，教师为学

生设计了预习案，首先引导学生探明该课的基本知识点，其次强调概念

内容与学生思维意识动向的相互结合，实现导学教学。这样，在预习阶

段就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图形中的特殊内容与关系，使得学生的空间

想象力得到发展。比如， 

教师对学生在预习阶段的良好干预，可帮助他们在预习阶段避免错

误的发生。同时，教师还可借助多媒体平台为学生展示图形在运动中的

变化情况，这相比于教材中的静态图片更具直观性，也能起到提前干预

的作用。 

2.教师要及时跟进易错题 

对于学生犯错的题目，老师要在学生对题目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时候

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同时举一反三，帮助学生在纠正题目错误的同时也

能够注意到其他知识内容的相同易错点。教师在课堂上教授数学时，要

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侧重于数学基础知识的稳固。首先要让他们掌

握基础知识，再学习更复杂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

创新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错误，吸取错误的教训。比如：在处理

近似数这部分内容的练习时，教师可以把学生作业中出现的典型错误展

示出来让大家一起参与纠正，共同讨论出错的原因，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不但学会的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理解得更深刻，做错的学生也能认识到自

己的不足，从而能更快地修正自己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教师再拓展延伸，

教师带领学生关注其他知识点的易错点，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实践证明，

在课堂练习中对学生的典型错误进行现场正确诱导会收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 

3.对课堂教学中的错题进行时刻反馈 

在课堂教学探究活动这一关键环节，教师要基于课程知识点进行易

错点的提前干预。在预习案的辅助下展开课堂探究活动，一方面可对新

知识的学习进行指导，一方面可预设探究过程，随时防范和解决学生可

能出现的错误。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的“圆柱与圆锥”一课时，教

师在预习阶段就发现了学生对该课知识点的理解不到位，如容易将圆柱

面积与体积公式混淆，容易混淆圆柱与圆锥的 3 种关系，容易忽视圆柱

的表面积计算，无法区分有盖和无盖等。如果不加以提前干预，学生必

然会在上述方面出现错误。为此，教师应提前对上述易错点提出解决办

法。再比如，为学生展示圆柱的侧面积公式，并要求学生手里拿着一个

圆柱形物体，然后尝试用自己的食指指出圆柱底面一周，初步了解圆柱

底面的周长；同时让学生观察圆柱的高度；结合这两个重要参数，引出

圆柱体积的计算公式，即底面积乘以高。在教师的干预下，学生顺利避

开了这一易错点。 

四、结语 

小学高年级数学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对易错题进行提前干预时，要

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要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使其树

立起数学学习信心的同时，也提高其自身的数学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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