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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错题资源在小学高年级中的有效利用
肖远贵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和学校，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我们常说，错误是通往真理的必要途径。数学作为一

门极富抽象性与逻辑性的学科，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有着极高的要

求，这也使得他们在日常学习中常常出现诸多错误之处。而这些

错误既是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反映，同时也是其在学习中所创造

出的一类学习资源。数学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对这些错题资源

加以善用，不但要让学生认知到错题的原因以及改正方法，更

要因势利导，激活学生数学思维，从而推动他们数学素养与综

合能力的提升。基于此，本文就数学错题资源在小学高年级中

的有效利用途径作了探究，旨在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一些

新的教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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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年级小学生而言，其尚处于数学新知的适应期与积累

期。受智力、心理以及生理等因素所限，他们在认知和学习数学

新知时难免会产生一些思维偏差，进而错误百出。倘若教师对这

些错误进行善用的话，极容易让学生产生厌恶或畏难的情绪，影

响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因此，数学教师应当将学生的实际以及发

展需求当作教学的切入点，正确认知错题资源的教学意义，不断

延伸和探索其利用方式，促使学生的数学自信心得到良好树立，

为其数学素养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奠基。

一、重视错题积累，打好数学基础

由于错题具备较强的再学习属性，教师要指引学生将日常学

习或考试中产生的错题加以科学化地记录，并设置一个专门的错

题收集册，确保这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良好地运用。对此，教师

应当对学生错题册的收录事宜提出以下的要求：首先，学生不但

要将原题以及自己错误的解题思路进行摘抄，同时也要把自身错

误之处加以标注，如可准备专门的红色笔，对错误思路或步骤进

行圈点，使该处能够一目了然。其次，学生要对自身解题错误的

原因进行分析，如审题马虎、计算错误、公示部署、概念混乱等，

然后将其书写在相应的位置。再者，学生应当在标注错误之处，

书写出正确的答案，并对一些重要的环节利用其他色笔进行标注。

例如，题目“两个质数相乘结果必定为什么数”，由于学生容易

混淆偶数、奇数、合数以及质数的概念，加上受“最小质数为 2”

的认知影响，这使得他们常常错认为答案是偶数。对此，教师应

当指引学生将此题按照相关要求加以记录，同时指引学生对合数、

质数等部分内容进行再度复习，进而在巩固其数学认知的同时，

促使他们的思维以及知识归纳能力均得到有序化培养。

二、把握典型教学，深化数学认知

小学高年级数学有着极强的系统性特征，各章节都有相应的

难点所在，这也是学生出错的重要因素。一道典型的数学题，常

常就能反映出学生数学认知不足。对此，数学教师在教学时，应

当依据章节教学内容，对典型的错题资源加以利用，指引学生对

其进行科学地梳理，从而让学生能够深刻地体悟到章节知识的内

涵与要义，实现教育难点的突破，增添课堂的实效性。例如，在

讲授完“百分数的应用”时教师可将典型判断题引入于课堂中来：

“一双鞋子，先涨价 10%，而后又降价 10%，其价格没有变动”，

学生们往往会各有想法和众说纷纭。这时，教师可在班内组建多

个数学小组，指引各组通过实际计算来获得答案。最后，教师再

与学生一同运用“100 假设法”来算出正确结论。如此一来，不

但能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能在真正意义上将其推至教学

主位，促使其数学学习以及探究的自主性得到充分良好地调动，

从而促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数学知识的内涵精髓。

三、加强错题回顾，发展数学思维

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定期性的与学生一同回顾错题资源，有

步骤地对其错因进行梳理分析，解决变换条件或情境而出现的问

题。如此一来，方能将错题资源的教育作用进行充分发挥，展现

其再教育的价值所在，促使学生能够对该类题型形成较深的印象，

从而使学生的解题正确率得到稳步化的提高。例如，教师可展示

以下题目与错误解：“题目：小红年龄为 12 岁，是刘阿姨年龄的

1/4，刘阿姨多少岁？”“解：12×1/4=3 岁。”很多学生在看完

题目与解答之后可能已经发出笑声，因为由常识可知，刘阿姨年

龄不可能只有 3 岁。这时，教师可反问：“刘阿姨年龄的 1/4，为

何不是 12 乘以 1/4 呢？”然后可运用举手自荐的方式，让学生说

一说问题所在，并与他们一同回顾相关的知识点。与此同时，教

师还可指引学生对以上错题进行交流讨论，构建相互学习、相互

分享以及共同提升的课堂环境。另外，教师可将错题加以转变，

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情境如“48 的 1/4 是多少”“某数的 4 倍为

48，求该数”等，然后指引学生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并与他们

一同探究错题与变式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在深化学生错题认知的

同时，促使其数学思维得以充分良好的发展。

四、结语

总之，数学教师应当秉行生本观念，正视错题资源的教育价

值，并以多样化的手段对其进行科学运用，强化学生的数学认知，

促使其思维能力得到有序化培养，进而为其数学素养以及综合能

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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