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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平时的数学教学中,学生由于不同原因出现了违反数学
规律、方法或者结论的情况称之为“错误”。其实在我们的数学课
上时常都会有各种学生在出现不同的错误。根据心理学专家的解
释：“错误每个人都会发生，而作为教师就要及时捕捉及时运用这
些错误。”可见，面对学生的错误，不能简单的视错误为敌人，给
予一枪否定。而应该让错误多“飞”一会，从而能有机会充分利用
这次“飞”来挖掘错误，更好的抓住学生犯“错”的契机，变废为
宝，体现出教育的真正价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错误是非常正
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这形形色色的错误。在数学
教学中，教师应该把学生学习中暴露出的错误当成是宝贵的资源，
灵活运用，让数学课堂化错为宝，从而进一步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让数学学习充满生命力！

1 　放生“错误”，显原生态课堂，让学习真发生
我们也许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有时为了呈现完美课堂，事

先会做好充分“准备”。比如提前将一些易错点透露给学生。
又或者上课时尽量请好学生回答，唯恐在课堂中出错。平时教学
中大家为了完美地完成备课中的预设，悄悄回避“错误”的情况
较为普遍。乍一看，整堂课流畅自然，各种易错之处都及时有效
的避免了。但这样的“完美”课堂是否真正体现出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呢？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公开课的磨课经历来简单的谈一谈。

案例：《认识人民币整理与复习》公开课的磨课过程。
刚开始试教的时候，在最后一个“买一买”环节，笔者设计

了一系列的题组对比，把学生框在预设范围内进行题组复习，教
师掌控全局，看似很流畅，学生都能跟着预设一步步走下来，鲜
少出错，但是反思后会发现学生的思维被局限了，学习能力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已经到了复习课的阶段，学生到底能在这堂
课上收获什么，学生的数学思维能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基于以
上几点，笔者开始思考，尝试放生“错误”，还原生态课堂，让学
习真正发生。

经过几番试上调整，最终决定将后面“买一买”环节完全开
放，不局限在老师提出的问题中，而是放手让学生尝试更大的空
间，学生根据图上物品的信息自己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在整个提
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经历了充分的思考，同时也暴露出了
一些错误。虽然相比试上中的一帆风顺，此时的提问出错显得有
些不完美，但正是在这不完美中捕捉到了学生真实的认知发展区，
从学生的认知出发，抓住契机，生生互动，修改问题，解决问题，
以学生为主体，充分挖掘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一步步从不完美
走向完美。

经过修改，学生的问题逐步成型：熊猫和汽车一共多少元？
小明带了50 元钱，买了一架玩具飞机，营业员阿姨应找回多少
元？小红买了一个玩具，付出50元，找回4元，请问小红买的是
什么？小汽车的价钱比玩具娃娃贵多少元？……通过分一分，说
一说，比一比，将凌乱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与修改。学生亲身
经历了自己提出问题、自己纠正错误与自己归纳整理的过程，真
正让学习发生。

公开课中要放生错误，显原生态课堂，让学习真发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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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平时的“家常课”中更应如此。平时的课堂中，教师不能
为了赶进度，为了完成课堂任务，而将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

“错误”视为影响课堂正常教学预设的“敌人”。对于那些理
解有偏差，回答错误的孩子不要缺乏耐心，生怕耽误教学进程
而粗暴的给予阻止，打断学生的发言，采取“听而不闻”、

“视而不见”的做法，更不能严厉批评，挖苦讽刺。平时的
课堂更为重要，如果长期的掩盖错误，生怕出错，这样的课堂
是真实的吗？对学生的成长有利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
更需要一个允许“出错”的课堂，还给大家一个“原生态”
的课堂，一个真正让学习发生的课堂。只有“放生错误”，才
能了解到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进一步耐心帮助学生分析、修
正错误，体现错误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在课堂上关注所有
学生，重视各类错误的出现，宽容地、理性地看待学生的“错
误”，以学生为主体，把课堂还给学生，在自主开放的课堂上
让学习真发生，让数学教学更有质量。

2 　制造“错误”，布局机关课堂，让思维看得见
学生出现的错误常常很有价值，但又是可遇不可求的，若

教师能提前巧妙制造错误，悄悄挖坑，布局机关重重的课堂，让
学生像游戏闯关一样经历试错，纠错的过程。

2.1以“错”激“趣”
案例：
在教学《元、角、分第一课时》时，笔者首先引入“元”这

个单位，在经过一系列对1元纸币、硬币的认识后，笔者相机出
示一张1角的纸币，但却故意说：“这也是1元”。孩子们对于这个

“新朋友”先一愣，但很快就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这不是1元”，“这明明是1角嘛”，“对啊对啊，是1角”……
孩子们讨论得特别热烈，兴趣越来越浓厚。但笔者不忙着肯

定他们，反而故作疑惑，问：“这里不是也有数字娃娃‘1’吗？
为什么不是1元呢？”只见他们纷纷举起小手，争相要解释：

“数字娃娃‘1’后面跟着的汉字不是‘元’是‘角’，这个‘角’
字我早就认识了。”

“不能只看那个数字‘1’的，还要看它后面的是哪个字。”
……
听完孩子们的回答后，笔者才表现出“恍然大悟”的神情，说：

“原来判断人民币的面值不光要看上面的数字，还要看这个数字后
面跟着的是哪个字。你们真了不起！”在此后的学习中，孩子们
不仅对人民币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能仔细观察每一张人
民币上的单位，从而有效的避免了当时我课堂上故意制造的这种

“错误”，让思维看得见！
2.2以“错”促“思”
案例：
在《认识人民币的整理与复习》课上，学生对于人民币各个

单位间的换算已经很熟练，因为到了复习课环节，因此题目的设
计就尤为重要，可以将一些易错题悄无声息的隐藏在题组中，
故意制造错误，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1]。

本节复习课中笔者就设计了这样的一组比大小的题目：4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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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43 分，8 角6 分○86 角。这两题是一题题出示的，课上
采用出手势的方式让学生判断大于号、小于号还是等号。

首先出示了第一题4 角3 分○43 分，大部分学生都是出了
等号的手势，随机请一位同学说说想法，学生是这样表达的：
因为4角=40分，40分+3分=43分，4角3分就等于43分，表
达清晰，同学们纷纷送上了掌声。

接下来笔者故意表现出很佩服大家的样子，说：“你们都
太厉害了，再来一题肯定也难不倒你们”！相机出示8 角 6 分
○86 角，大部分学生得意洋洋地出示了等号手势，但有少部分
学生窃窃私语，又不敢大声说，因为当时的场景是绝大多数孩
子都选择了等号。此时笔者故作赞同，实则等待第一个批判性
思维的声音，果不然，一个勇敢的孩子坐在位置上说：“这里
不是填等号，你看 8 6 角后面的单位不是分了，是角！”随着
他的这一声质疑，大家再次集中注意力思考起来，随之立马改
变了手势，纷纷议论：“这道题太狡猾了，差点上当”、“是
啊是啊，咋一看，还以为相等呢”、“看来以后要仔细审题，
认真思考，不能随随便便就下结论！”

整个过程中，笔者几乎没怎么讲解，全部都是孩子们自觉
自发的去进行思考，去进行判断，从课堂中故意制造出的错误
资源中收获思维的发展。

3 　收集“错误”，反思延续课堂，让习惯成自然。
3.1分类收集错误
平时笔者非常重视分类收集错题，这里不仅有学生的错题

本，还有老师自己的错题本。一般会鼓励采用活页本的形式，
这样当后面某一天收集到了前面同类型题目时就可以及时夹到该
页，起到高效归纳的作用。一般可以按照单元知识点分类，分
成几个板块；也可以按照图形类、操作类、计算类或者解决问
题类等进行分类收集。

例如：关于周期问题与观察物体的错误收集。

3.2注释标记错误
相关错题不仅要分类记录下来，还要学会及时做好注释与标

记。这里的注释标记不仅仅是解题过程，还需要详细的分析思
考过程，尤其是对于原来出错题目的错因分析，可以用不同颜
色的笔进行标记，在后续复习的过程中能一目了然，及时回忆
警醒，逐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变错为宝。

例如：

3.3补充对比错误
做好分类收集、注释标记错误的同时还需要及时补充对比，

补充相关联的知识点，相类似的题型，如果过了一段时候后再
拿出错题本，我们还能顺利解答出来，说明这个知识点掌握的
差不多了，也就是常说的及时举一反三；如果还是不能解决，
则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还要再深入一些，学会补充错题，对比

错题，尤其是题组对比很重要[2 ]。
例如可以进行“双胞胎”题型的补充分析。听到“双胞

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长得很像，但仔细观察却又有细微不
同之处。的确，如果把“双胞胎”放在不同的地方比较，可
能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这就好比两道表述相近的题目，稍不
注意，就会以为是同一题型，殊不知其中暗藏了很多玄机，解
法大大不同。那么怎样才能比出它们的不同，避免再次出错
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只要把它们放在一起，一一对应进行比
较，不同之处立马凸显。

案例：
一年级下册《认识人民币》一章中有这样的两道题：
例题1：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张50 元

和（   ）张 10 元的人民币。
例题2：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张50 元

面值的；（   ）张 10 元面值的。
咋一看这两道题型的表述是如此相近，于是迷惑了许多学生

觉得这两题答案是一样的：
例题1：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1 ）张 50

元和（  5 ）张 10 元的人民币。
例题2：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1 ）张 50

元面值的；（ 5 ）张 1 0 元面值的。
真的是一样的吗？再看仔细点！例题2与例题1中有一个微

小的区别：10 元后面跟了一个“；”，而不是题型1 中的“和”
！“；”是用在并列句中的，如果把例题 2 说完整一些，其
实就是：

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张50 元面值的人
民币；

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张10 元面值的人
民币。

那么例题2 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例题2：一张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可以换（  2 ）张 50

元面值的；（ 10  ）张 10 元面值的。
与例题1完成不同！
此时学生恍然大悟，原来这两道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

不放在一起仔细比较还真容易上当！由此我们得出将相近的易错
题型补充在一起对比是多么重要！

3.4反思修正错误
首先是学生的反思。学生可以是对自己做错的一道题，也

可以是对自己一堂课的表现，或者是一次练习的反馈。反思出
现问题的原因，是方法没有掌握，还是概念不懂，又或者是熟
练度不够，还是审题不清，都可以通过反思来及时查找原因，
从而找到不同的应对策略。

其次是教师的反思。教师每天的备课笔记后面都会有一项教
学反思的内容，这不该流于形式，而应该真正做好这项工作。
反思每一堂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每一个问题的预设在实践
中是否合理，反思每一次学生的生成是如何应对的，反思每一
位学生出现错题的原因所在……，将平时课上来不及处理的错
误，及时放在课后来静静地反思，重新审视并完善教案，扬长
避短，精益求精，对学生产生的思维差错、知识缺漏，都能
做到及时正确的引导与处理。常反思常进步，在一次次反思修
正错误中不断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在后续有针对性的教学做好
准备，为提高数学教学质量打好扎实的基础。

“错误”是一种宝贵的教学再生资源，及时有效地抓住并
利用好错误资源，对我们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十分有益，对我们
提高数学教学质量也非常有效。愿我们的教师成为一位懂得

“放风筝”的智者，适时让“错误”飞一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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