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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干预数学易错点的新路径
蒋培华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中心小学，江苏 常州 213151）

摘要：教师对学生数学学习易错点进行提前干预能很好地

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实现灵活运用知识

的目标。我们正是以各种个性化学习平台为支撑，通过对其课

堂功能的运用，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学得主动、学

得扎实、学得广泛，从而达到学习的最优化。同时，教师通过

对易错题提前干预的研究可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丰富教学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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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通过不断

地抽象概括，形成方法和理论，并广泛应用的过程。所以，基

础教育阶段既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又要能掌握一些

学习方法，然后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应用。可是，学生在解题

中往往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易错题要找出错误的原因，

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的产生、发展过

程，实现灵活运用知识的目标。我们正是以各种个性化平台为

支撑，立足课堂，勇于实践，通过对其课堂功能的运用，利用

精准实时的反馈分析功能，借助 IPAD 等信息化的设备，不断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学得主动、学得扎实、学得广泛，

从而达到学习的最优化。

一、提前干预，意义深远

易错题——顾名思义，就是容易混淆的、容易出错的知识

点或需要分类讨论，存在多种答案的学生容易遗漏的题目。

目前，在教师的不断强化下，学生机械地认为生活中处处

有数学，数学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是实际处理数

学问题的时候，学生往往把生活丢在一边，没有意识也不知道

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解决数学问题，导致他们无法正确理解题

意。如果教师能够分析出学生犯错误的原因和本质，并且在错

误上做文章，让学生变废为宝，让学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

可以提高学生数学推理能力、抽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等，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教师通过对学生易错题的研究，也能够增强自身数学题目

分析、解题的能力。因为平时我们和题目接触的密切程度比不

过学生，我们对题目的研究过于肤浅。如果借此对数学知识研

究透彻的话，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水平。

而且教师和学生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只要我们丢掉数学

书，真正地去了解学生，知道他们的困难所在，从而有的放失

的去帮助他们，提前干预他们的易错点，就会建立教师与学生

之间真挚的情感，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交流。

二、究其原因，防患未然

（一）心理原因

1. 遗忘规律

在学习一个知识点完成的同时，遗忘也就开始了，而且在

学习后的短时间内遗忘特别快。

2. 感知有限

因为数学学科本身具有抽象性，大班教学会使得部分学生

对于数学学习失去信心，加上有些小学生容易情绪化，紧张浮

躁，在学习上就会缺乏精细的分析能力，只能获得粗略、笼统

的知识印象。

3. 知识干扰

前期学习的知识影响后期知识的学习，后期学习的知识对

前期学习的知识又会反过来干扰。在学生的数学学习过程中，

这两种干扰习惯十分常见。

（二）学习原因

1. 理解不透

许多同学在学习过程中，感知粗略，理解含糊，不弄清知

识的来龙去脉，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缺乏变通

在解题过程中，重结果，轻过程，对概念、法则、公式、

定理一知半解，机械模仿死记硬背，知识点落实欠到位。

3. 忽视基础

一些同学对上课老师讲的例题觉得很简单，只知道听懂了，

明白了，而不去认真演算书写，作业态度不端正，导致解题的

不熟练、不正确。

（三）思维原因

1. 思维僵化

现在小学期间的数学问题越来越灵活，需学生从题目内部

充分挖掘信息，从而为正确解决问题创造条件。但由于有的学

生思维不够灵活，无从下手，导致解题障碍。

2. 审题欠缺

尤其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会逐渐接触到各种题型。如

果对数学题目的语言把握不够准确的话，就会产生错误。

3. 思维定势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也会产生思维定势，在问题及周围

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定势就会妨碍他们采用新的解决



692019 年第 2 卷第 4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方法，这是思维定势的负面效应。

三、研究策略，对症下药

（一）借助个性化平台，优化心理环境

学生课堂学习的心理环境是班级集体在课堂上的情绪、情

感状态的直接反映。建立良好的课堂心理环境才能使学生学好

知识，不易出错。教师应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思维，优化素质

教育，必须为学生创设一个和谐愉悦、新颖刺激的心理环境。

所以，在学习《认识平面图》这一课时，我在 i 信环境下创设

了寻宝游戏，学生经历神秘森林、海豚湾、罗马谷的探险之后

终于找到宝藏，在带出宝藏的过程中又经历重重危险但最终胜

利，将学习内容与游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发学生主动获取

知识的积极性，并加强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记忆，创设出利于

他们开发智力、求知探索的心理环境。

（二）借助个性化平台，优化思维过程

i 信课堂的突出特点就是以生动、形象、具体的表现力，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优化学生的思维过程，

减少错误的出现。

例如，在设计《认识平面图》这一课时，复习了生活中

的 4 个方向后，2 位学生利用自己手中同样的平面图从同样的

起点出发，到达的终点却不同，引发学习的需要。然后借助平

板下发的几张平面图，找到其共同点，知道了平面图有方向

标。这样一来既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又引出了本课的学习重

点——方向标。

接着把课后习题串联在寻宝游戏中，利用课件做出的图

像显示模拟逼真，渲染气氛，创造意境，既提高练习兴趣，

又巩固学习知识。让学生在不自觉中，运用了前面所学的知

识，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也自然

把学生的思维引入了新的深度，让学生自己动脑、动手，获

取新知，对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其探索知识的兴趣将是

十分有益的。

（三）借助个性化平台，优化信息反馈

数学课堂教学是一个有目的的可控系统。一切有目的的行

为都需要反馈，只有利用系统反馈出的信息与预期目标加以比

较，才能有效地调控教学过程，激励教学动机，矫正教学程序，

检测教学效果，及时发现错误。

1. 优化操作过程中的信息反馈

在 i 信课堂下，当学生提交练习时，教师可以清晰看到

哪个学生先交，哪个学生晚交，大部分学生完成需要多久，

全部完成需要多久。在学生做的时候，教师可以随时“切屏”，

可以查看任意一个学生的练习，比传统课堂上的查看既节约

时间，还能看到学生的思维过程。在学生全部提交之后，通

过“预览”，全班可以查看任意一个学生的练习，比传统课

堂方便、清晰。

2. 优化作业与试卷评析中的信息反馈

作业与试卷评析的传统方法不能当堂完成，缺乏时效性，

但是在 i 信课堂下，教师提前做好易错题测试卷，学生当堂测验，

并且教师平板上、电子白板上可以显示学生作答完成状态、测

验结果等实时进度图。全部试题正确率以一张图表呈现在教师

终端或电子白板上，可查看每道错题内容，错题同学列表，并

且可以依托 S-P 表的实时统计功能，组织学生讨论分析数据图，

捕捉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解读学生的思维状态，为学生的学

习能力提升提供基点。

（四）借助个性化平台，优化教学效果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有一杯茶，我也有一杯

茶，我们互换之后，大家还是各有一杯茶。如果，你有一个想

法，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互换之后，大家就都有两个想法。”

所以，在 i 信课堂下，设计《认识平面图》这一课，为了让学

生自主选择不同的方法了解生活中的方向，利用教师平板同时

给学生下发了 9 个“小探究内容”，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想了解哪个就选择哪个。这些

资料给学生提供了图片、文字和视频等不同的学习资源。然后

小组交流各自的收获，这样学生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己

看和小组听，收获多个判断方向的方法，比之传统课堂，既提

高了教学质量，又加快了教学节奏，节省了教学时间。

（五）借助个性化平台，优化素质教育

安全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 i 信课堂

下，可使安全教育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成为教学的有机

组成部分。

例如在教学《认识平面图》时，有 1 个逃生平面图。我把

它融入寻宝活动的最后，找到宝物之后，密室将要发生火灾，

请学生快速撤离，在学生说出逃跑路线的过程中适当渗透安全

教育，并借助平板链接最近发生的校园踩踏事件和火灾事件，

引起学生的深度震撼，从而加强教育效果。

四、结语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错再

错。对一些学生普遍存在的易错点，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学

生就有可能在这个错误点上一错再错，所以我们针对学生的易

错点进行指导。教师要有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帮助学生减少

甚至消灭这种错误，这并不是不能实现的，需要教师不断提高

自身教学能力，引导学生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从而达到学习的

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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