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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利用错题资源提升学生反思能力的研究
郑丽丽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福建 龙海 363100）

摘要：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由于生物知识本身的迷惑性，导致学生容易混淆类似概念与知识点，从而错题频出。教师将这些学生容

易混淆、出错的试题进行收集、整理，并让学生自我反思，将生物易错题转变为有益的教学资源，并对此开展“靶向性”的分析与探讨，

从而实现生物教学内容的优化，提升高中生物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应正视学生在生物学习中的错误，并善于挖掘、利用这些错题，实

现有错题到资源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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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在高中生

物教学中，教师要转变对学生出错的态度，并将学生易出错的问

题整理、总结，并进行积极反思，设置易错题资源集，深入挖掘

易错题资源的潜在教学价值，提升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思辨能力、

分析探究能力，提升高中生物教学的实效性。

一、反思错题，挖掘错题资源潜在价值

错题资源是高中生物教学中的一种潜在资源。教师在生物教

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建立开发错题的意识，还要整理、总结错题，

让错题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资源，并对其进行反思，积极利用、

设计错题资源，深入挖掘错题资源的潜在价值，让学生在利用、

反思中不断积累。

（一）设置易错题资源库

学生纠错本是错题资源库最简单易行的体现方式。将平时学

生在生物学习与练习中的错题统一收集、整理到错题本上，并根

据学生普遍容易出错的问题按照内容及类型的不同进行分门别类

地整理，并分析、反思其中的一些代表性试题，挖掘出错的根本

原因，开展“靶向性”的错题讲解，引导学生分析、修正生物错题，

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生物学习中的薄弱之处，从而使得学生的自

学能力获得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学生也要有自己的易错题本，将平时学习、考试

中的一些易错题纳入易错题中，教师也要向学生传授一些整理易

错题的技巧，例如易错题的分类整理、分析出错原因、错题反思等，

以便于学生对错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另外，学生还要定期整理与翻阅易错题本，巩固、深化对易

错题的理解、记忆，从而获得生物试题解答能力的提升。教师也

要定期检查、整理学生的易错题本，并重点摘录一些学生普遍易

出错的问题，并进行积极的反思与分析，从而不断优化教学效果，

提升高中生物教学效率。

（二）错题资源反思

出错是高中生物学习中在所难免的问题。但是在同一类型的

问题上频繁出错就不应该了。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愿意还是在于

缺乏对错题的有效反思，只有让学生在错题中吸取教训，不断反

思与改进错题资源，挖掘出错的根本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

与弥补，才能真正修正错误，掌握正确的高中学习方法。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要定期整理、反思错题资源，才能

尽量避免学生在同一类型问题上的重复错误，实现对错题资源的

真正利用，养成科学的纠错观念。

教师也要引导学生积极反思错题资源，从错题中吸取经验，

让学生正视错题，善于开发错题中潜在价值，同时学生之间也要

就错题进行探讨、交流，取长补短。教师也要根据错题进行教学

内容的优化、调整，提升高中生物教学的实效性。

二、错题资源的合理利用

（一）利用错题资源，开展教学反思

学生容易出错的生物试题绝不仅仅是通过单一重复的示范与

训练就能够改善的，还要让学生在纠错的过程中进行深入思考与

探究，建立学生的认知冲突，进行生物知识的重新构建。

例如，生物试题中有一道出错率率极高的错题：引起夏季中

午植物光合作用减弱的外界因素什么？教师让学生解释其答案时，

学生却没有清晰的解释思路。

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光合作用”的复习，并在教材内容

中找出正确答案，让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但是过段时间后，

再次测试该知识时，学生的错误率还是很高。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学生只是在教材中找到了该问题的答案，

缺乏对该问题的思考、加工，没有将该知识点纳入自己的生物知

识体系，如此就难以利用学生的发散思维，教学效果也不如人意。

所以，教师在开发错题资源的时候，还要引导学生多探究、

勤思考，如此一来，此类问题就手到擒来了。

（二）对比辨析，构建系统化的生物知识体系

听不如看，看不如做，做不如错。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

必须紧扣错题的关键因素，组织学生对错题相关知识展开对比、

辨析，以此帮助学生明晰生物概念、突出知识重点，才能让生物

错题发挥其真正价值。

也只有将错题相关知识纳入生物知识体系中，找准其确切位置，

建立与其他生物知识的密切联系，才会真正坚不可摧。由此可见，

对生物错题的对比辨析有助于构建更加清晰的生物知识系统。

例如，在探究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时，很多学

生会都认为植物细胞是由叶绿体、线粒体、液泡构成。这时教师

不要急于否定学生的答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根细胞、分生区

细胞以及藻类植物细胞的对比、辨析，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理解

生物细胞结构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三）举一反三，拓展延伸

教师要积极利用错题，帮助学生克服固化的生物思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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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利用错误中的“错点”，

变换题型表示方式，在此基础上向相关知识点拓展、延伸，以达

到帮助学生拓展解题思路，知情交融，提升生物教学实效的目的。

以“精子的形成过程”中“细胞染色体数目变化”这一知识

点的教学为例，大纲要求学生要能够手绘减数分数过程中细胞染

色体数目变化曲线图。但是学生在绘图过程中，往往无法画出细

胞染色体的具体变化过程。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便可引导学生结合之前已经学过的染色

体复制、姐妹染色体分离、同源染色体分离等相关知识，探究精

子形成过程中细胞染色体的具体变化。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通过变换题目要求，进一步开发、利

用生物错题资源。如假设要求画出减数分裂染色单体或者 DNA变

化过程的坐标曲线图，该怎么作图呢？学生在对该题的实践过程

中，通过分析思考、对比等，在理解细胞分裂相关知识的基础上，

又能够正确梳理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了生物知识

的拓展与延伸。

三、高中生物教学中错题管理策略

（一）高中生物教师对学生错题管理策略

1. 高中生物教师自我意识的提升

为了提升高中生物教学效果，生物教师在管理错题资源方面，

应“留神”学生普遍容易出错的题目。并及时将错题资源进行整

理汇总，以便能够及时巩固学生在生物学习中的薄弱之处，帮助

学生加深记忆。

另外，教师要掌握科学汇总错题资源的方法。并根据错题内

容、出错原因等标准对错题资源进行分类整理，从而方便学生复习。

不仅如此，教师还要善于改造错题资源，教师可将收集的错题资

源编制于日常测试卷中，或者是生物原题，或者是改造后的题目，

直至学生完全掌握此类问题。

在复习过程中，还可将高中生物重点知识或者易错点汇编成

复习资料让学生进行知识再认，提升生物复习效率，减少复习无

用功。

2. 生物教师对学生的错题资源管理策略

想要提升学生对生物错题资源的重视程度，教师要不断强化

对生物错题资源的管理力度，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生物错题资源的

重要性。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督促者，要认真监督、检查学

生的错题资源整理情况，由于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有的学生无

需监督就能够自觉完成学习计划，而有的学生则缺乏正确的学习

方法，需要教师的实时监督。

因此生物教师要实时监督、检查学生的纠错本，了解学生对

错题资源的管理情况。另外，教师要也要不断完善错题资源管理

方法，并分享给学生，向学生详细具体的掌握生物错题资源管理

办法，提升整体生物错题的针对性与方向性，逐渐形成具有自身

特色的生物错题资源管理方式。

（二）学生生错题资源管理策略

1. 学生生物错题资源的整理策略

收集生物错题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学生在收集生物错题时，

并不是盲目的收集所有做错的生物题目。要对所错题目展开初步

分析，了解题目出错是因为粗心、哪些是真不会。

因此学生在做生物试题时，要养成认真标记的习惯，对于真

不会或者一知半解的题目进行明确标注，等回过头来再认真分析

整理。

学生在收集错题时要酌情而定，针对题目较短，考察基础知

识点的题目可以详细摘抄，而针对那些题目较长，且载体随意的

题目则可裁剪粘贴，同时还要注明出处。

另外，切勿完全照抄教师的讲解，部分学生存在错题整体就

是简单的照抄教师写在黑板上的解题步骤的思想误区。这种机械

的摘抄并不能实现生物知识的真正内化，摘抄可以，但一定要独

立分析整理，只有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才能发现问题，了解生物

知识的薄弱点，从而及时进行巩固。

与此同时，还要结合学情长期保存典型错题。学生要根据自

己的学情整理生物错题资源，并学生分类整理纠错本，用明显的

标记标识出出错的原因，正确的解题步骤，以及自己的错处原因，

涉及知识点等内容，以便复习时能够条理清晰的查看。

2. 学生对生物错题资源的利用策略

学生对生物错题资源的利用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学生要学会

根据错题类型进行相关题目的反复练习。错题能够反映出学生本

身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如果再进行反复练习则能够很好巩固学习

效果。今后在接触相关题目则能够快速、正确进行解答。

另外，还要经常翻阅纠错本。要及时复习、反思所学生知识，

学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对纠错本进行翻看复习，才能实现对生物

知识的长时记忆。

另外，很多学生缺乏科学的生物学科复习方法，在复习时浪

费了大量的时间做的却都是无用功。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反思

生物错题资源，对自己的生物薄弱知识点进行“靶向性”的复习，

而非盲目复习，则能够有效的提升生物复习质量与效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应该正视学生在学习及

练习中出现的错题，并将其看作一种待开发的教学资源，并对其

进行积极反思与挖掘，从而有效的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错

题修正能力，从中发现自己的薄弱之处，积极的查漏补缺，尽量

避免此类错误的重复发生，提升高中生物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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