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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错误”闪亮数学教学课堂

刘　慧
微山县夏镇街道第一中学，中国·山东 微山 277600

【摘　要】学生在中学学习的过程中，对于问题出现错误理解与判断是很常见的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高中数学的学
习阶段。在问题中出现错误并不可怕，而作为教师而言，也会给学生们有犯错误的机会，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的对待错误，让错
误改正并成为进步道路上的垫脚石，以便能在今后的学习中逐步养成自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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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课程改革要求学生们在课堂上有自我学习、自我探究
的能力。而在学习探究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错误，但是人无
完人，错误也是学生们成长进步的一个阶梯。对于数学而言更
是这样，在数学中出现错误是非常常见的，学生们正是在出错
的过程中逐步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并解决。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学
生的思维具有发散性，这是值得被肯定的。那么教师如何能让
学生们出现的错误变为闪光点，笔者就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谈论
一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

1   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错误”观
学生们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也属于正常现象。

那么作为教师，一定要允许学生们发现错误。犯错误其实并不
可怕，关键是如何正确的对待错误。笔者认为，教师要根据学
生们犯的错误进行思考，怎样有效的利用这个错误，确保学生
们同样的问题不会再犯第二次。不仅如此，还要让学生们养成
独立找到问题的能力并试图解决，这也是学生们自我学习自我反
思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2  不断反思，找出错误的根本原因
反思是人们在生活中必须要有的一项思考过程。教师也不例

外，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要找到自身的问题所在，自我反思、
自我成长，从而更好的进行授课。在心理学的角度思考来说，
反思不可怕，指的就是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过程。能反思就
能重新认识，这是人们思维的最高级显示。因此，我国新课程
改革就要求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多加反思，而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也要不断的反省自己的问题。只有师生都不断的反思，
才能不断成长与进步。例如在学习直线与方程，求过某点（1，1）
且在两坐标轴上截距相等的直线时，教师们要引导学生：利用直
线方程截距式时，是不是有条件的（是要满足截距不为0的），再
思考截距相等，是不是也可以为0的，可以为0的话就不能轻易
的设截距式了。思考截距相等且为0时，也就很容易得出直线过
原点了。一定要将该题目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理解。学生们在做同
一类型的题目时，往往会忽略直线方程的运用条件。而作为教师
来讲，当学生忽略问题的关键点时，一定要多加提醒，让学生们
懂得自我反思自我认知，从而找到问题错误的关键因素。

3  善用错误，增强学生的信心
在我国中学新课程改革中，在《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强

调，要多加关注学生们在数学领域的态度与认知，不仅要培养
学生们对数学的兴趣爱好，还要帮学生们在数学中找到突破，
建立自信。因此，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自我反省，反省自己平
日在数学教学中的方法，一定要树立以德为本的思想观念，发
挥教师在课堂中的重要作用。不断的营造课堂互动氛围、拓宽
书本知识，从而让学生们真正对数学学科有兴趣，增加自身的
信心。作为教师来讲，要树立和学生们互相平等的观念，多鼓
励学生们发散思维去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当学生犯错误时，
不要去一味的指责与挖苦，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一下问题出
错的原因，让学生们勇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作为教师来
讲，我们要懂得耐心聆听，不要轻易打断与否定。还可以多一

点耐心教诲，让学生们减少犯错误的恐惧感，帮助学生们分析
问题出错的原因，还要学会分析问题错误的闪光点在哪，对学
生予以一定的尊重与肯定。鼓励学生们在犯错误中找到突破口，
也允许学生们有犯错的机会，问题出错并不可怕，不会改正与
思考才是最可怕的。要教会学生反思、查找问题出错的关键
点，从而找到正确的答案，并同一个错误避免再犯第二次。例

如，已知集合 { }1== xxA , { }1== axxB ， AB Í ，则

等于多少？学生解答：易得 { }11，-=A ，由 AB Í ，则 B=

{-1}或{1}，把x=-1 和 x=1 代入方程，解得=-1 或 1。分析：
学生能想到解出确定的集合A，并代入集合B中，这个思维模式
最值得被教师们表扬的。因为学生们懂得用发散思维去看待问
题，教师们针对这一情况一定要表现出肯定与表扬，不要指

责。同时引导学生思考 AB Í ，B 有几种形式，要给学生们

表达自己观念的机会，很多学生都会围绕着书本上的基础知识，
找到这个问题的出错原因，揪出漏网之鱼，他们在找到错误时
就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教师所做的就是要让学生们自己独
立的将这个题目进行改正并完成。教师们在最后要做的就是需要
将这个题目进行总结，并与学生们再次讨论这个题目的思想，

分B=f 和B f¹ 讨论，这道题也让学生明白，对于B 这个不确

定的集合，需要对B 分类讨论。对于教师而言，我们做的不仅
仅是教书育人，还要发现学生们的闪光点，懂得聆听。教师只
有这样平易近人，才能真正与学生们成为朋友，才能让学生们
在课堂上充分的各抒己见，一起交流，一起发现错误并改正错
误，让学生们真正知道错误所在之处，从而与学生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真正体现做教师的意义。

4  巧妙引领，解决错误
在课堂上，学生出现错误是经常性的。而学生们的学习进

步，必然是在不断的出错与不断的积累中才得以实现的。那么面对
这些错误的提出，如何引导才让学生们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教
师队伍重要工作任务。

总而言之，错误是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
尤其是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只要鼓励解决问题过程中大胆出错、
耐心聆听、找到错误原因，并反复纠正，才能让学生们将每一道
题目完善，才称得上是完美教学。因此在今后的教学模式中去，教
师们应秉着以学生学习为己任的原则，将每一次错误都化成学生
们前行路上的闪光点，与学生们一起去搜索、去突破、去解决，感
受当中的美好过程，让错误绽放自己的美丽，使课堂的氛围更加
活跃，让学生们就此爱上数学课堂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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