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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错题资源利用的小学数学教学策略探究
王　艳

（山东省日照市日照港第一小学，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错题资源是指学生在平时做题时出现的错误，通过集中整理和归纳后进行分析并使用的一种学习资源。错误之所以成为一种

学习资源，是因为通过让学生在分析错误的过程中总结原因、吸取教训，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提升其数学学习能力，实

现其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建立错题本、有效利用错题资源，对于学生改善学习习惯、提升学习效果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错题资源

也是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重要渠道，在此过程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学生错误出现的原因，让错题资源在数学学习中得到有效运用，促

使学生获得更好的进步和发展。本文针对错题资源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策略展开了以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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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很多教师热衷于收集学生的正确信息，

引导他们一题多解或是一题多变，旨在提升其解题能力，但是却

忽视了学生错误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

学科教学，普遍存在只关注课程内容体系本身的现象，忽视学生

的心理特征及认知水平，很少有教师对学生的错题进行集中分析

并采取有效解决措施，这不利于教学效率的提升。新课标明确指出，

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数学教学应彰显“学生本位”思想，

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发挥错题资源的价值，为数学教学提供

诸多便利。

一、小学数学错题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在现阶段的小学数学错题资源整理利用中，许多错误其实是

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及时避免的，但他们并没有正确地对待这些

错误，其可能只是在处理错误时提醒学生，但没有帮助学生找出

真正的根源所在。对于犯错误的学生，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没有

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直接解决其他类似的问题。以上方式很难

让学生对数学纠错感兴趣，致使其下次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此外，

还存在一些老师直接转向批评的方法，这样不仅不能帮助学生，

还会让学生对数学课产生恐惧感，他们对数学失去兴趣，更严重地，

会影响学生的心灵，让学生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因此，学生

如果犯了数学上的错误，应该使用适当的手段和方法，来让学生

将错题变为提升自己的有效手段。

二、在小学数学中利用错题资源的意义

小学生在进行晦涩难懂的数学题解答时，常常会因为精力有

限而产生注意力分散的问题，因此很容易受到许多外界的干扰。

例如，如果窗外有车子行驶产生的噪音，孩子就会很容易分心，

这样会导致学生在接受知识时失去完整性，很容易混淆教学内容

或将教师的讲解进行错误理解，从而产生对数学的认知混乱。此外，

儿童的认知判断有限，导致儿童对某些知识产生误解，会让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困难。小学生在进行数学解题时出现错

误是非常正常且合理的事情，产生的错题资源不应该被轻易放过，

而是应该在教师的悉心收集下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继而将这

种成体系的错题资源成为促进学生成绩提高的有力工具。

三、错题资源利用的教学策略

（一）教师明确错题资源的价值，提高利用率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都不想犯错，更不会故意犯错，问题的出

现一定有其原因。教师应明确错题资源的价值，在不伤害学生自

尊心的前提下指出他们的错误，不要过于批评，在收集学生错误

的过程中也同样要保持一颗宽容的心态。错题资源有效利用的过

程也是学生探究知识的过程，教师应在频繁的错误中理出头绪并

发挥其价值，让错题能够为学生的成绩提升做出贡献，让学习的

效率更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具体来说，教师应该善于将学生的

错误进行辅助总结，鼓励他们进行自我纠正，进而养成严谨、细

致的解题习惯。与此同时，建立错题资源库，对错误类型、产生

原因、解决方法等进行分类整理，并不定期进行温习，有效提升

错题资源的利用率。

（二）灵活运用错题资源，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

学生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错误，包括审题错误、马虎、

运算顺序混乱等。在错题资源利用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掌

握正确的解题思路，养成回顾总结的习惯，让学生明确自身的薄

弱点，避免再犯同类型错误。例如，在进行四则运算部分知识中，

学生很容易会犯下加减法的意义分不清，甚至加减法意义混乱的

错误。因此，笔者通过巧妙引导，鼓励他们突破原有的思维限制，

探寻解题的新思路，勇于试错，并在“犯错”的过程中产生思维

的碰撞，从而有效提升他们的思维灵敏度，这对于提升其辨析能

力和思维素养具有积极作用

（三）刻意引出学生错误，培养学生的思维扩展力

错题资源属于学生数学学习极为宝贵的资源，教师应引导学

生提升对错题资源的利用率，教会学生对待错题资源的正确方法，

必要的时候巧妙而刻意地引出学生的错误，了解学生解题的全过

程，这样能够针对性发现学生解题效率不高、准确率低等问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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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原因。之后，教师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错题资源利用计划，

促使他们研究自己的错题，与教师请教解决错误的办法，提升他

们利用错误资源的自主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并在师

生交流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思维扩展力。

例如，在学习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点大小变化的部分知识内

容时，笔者给学生讲了一个买东西的故事。小明去商店买铅笔，

店家说明这根铅笔是 0.5 元，而小明在给店家付钱时用妈妈的手

机打成了 0.05 元。笔者通过刻意引出错误的方式，让学生明确所

谓的“陷阱”，更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后续更好地避免“陷阱”。

这样一种刻意引出学生错误的方式，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学习效率，

而且还在此过程中锻炼了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思维模式的完善。

（四）善于运用错题资源，强化学生的解题能力

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其涉及到的能力

不仅是计算等核心能力，还是在数学高效教学目标下的重要价值

引领，也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驱动力和可能性，这样

能够使学生在自主研究过程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让学生的

分析数学问题、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上升到全新阶段。

例如，在学习“小数乘小数”这一知识点时，很多学生时常

犯一些概念性错误，如：探究因数与积之间的大小时，有很多学

生考虑问题不全面。笔者利用这些易错点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制作

了微课，将本节课的频错点进行聚焦并整合，并配以相关的练习题，

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进行巩固练习，从而针对性提升他们

的解题能力。

（五）教师要及时优化教学思路与方法

教师可以将错题资源当做有力的抓手，通过学生产生的错误

来及时调整自己教学的措施；对于学生来说，以错误问题为镜子，

能够让自身及时发现隐藏的问题，避免重复错误。例如，对于经

常发生的错误，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错误问题”中对错误进行

分类，指出错误的原因、纠正方法和注意要点，并对一些重要方

面进行评论，如学习行为、学习习惯等，对“计算错误”的结构

和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总结和评述。学生在完成自己的错误专题

汇编后，还可以定期相互交流，交流和讨论可能有问题的专题，

记录讨论和研究的经验和结论。同时，教师还应该对学生的错误

问题进行分类，如课堂实践中的典型错误、单元测试错误、错误

发生的地方等，将这些错误的问题源组织成一个资源库，然后让

学生以“一天重温一次”的形式关注其中的问题。同时，教师在

教授新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错误的部分作为旧知识的概述，这

样可以加深新旧知识的融合，让学生的错误率大大降低。

（六）教师需对学生错题做出正确分析

1. 教师对于犯过数学错误的学生应该宽容，应该充分认识到

学生做错题是一种非常正常和普遍的现象。作为一名教师，地位

在学生眼中非常重要，因此，教师应耐心倾听学生的错误原因，

认真与学生沟通，告诉他们错误不可怕，鼓励他们认真改正错误。

2. 明智地使用错题资源，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错题。学生在

做错题后，教师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让学生发现错误，明智地

使用错误，加深对错误知识的记忆。例如，“借用问题”可以讲

述更生动有趣的故事，或者讲笑话，吸引学生注意错误产生的原因，

以此让教学环境环境轻松幽默。数学中有许多错误是由于疏忽造

成的。因此，教师应该采取奖惩措施，防止学生一次又一次地犯

错误，并随时重温错题以防下次再犯，接着分析学生在数学学习

中的误区，找出错误的原因。

（七）教师应及时对教学方法进行反思

教师应学会反思。教师应认真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提高

教学质量，让数学课生动有趣，增添魅力。例如，当学生进行错

题分析时，教师可以制作一些数学游戏来掌握数学错题。也可以

将一些数学错题资源分成几个小单元，积极引导学生学习在数学

课上努力思考并加以奖励，如奖赏糖果、小礼品等。为了给学生

传授错误资源中相对难学的知识，教师应该在教授学生做题经验

之后，指导学生将一些容易做的地方反复练习，直到大多数学生

都不会在简单的问题上再犯错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这些错

题资源的特征和性质。

五、结语

总之，在新课改实施的今天，小学数学教师不应仅仅注重新

知识的传授，还应不断回顾与反思，挖掘错题资源的利用价值，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数学教学。具体来说，教师通过明确错题资源

的价值，提高利用率；灵活运用错题资源，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

刻意引出学生错误，培养学生的思维扩展力；善于运用错题资源，

强化学生的解题能力等方式，站在全新的视角对错题资源的价值

进行重新定位，在解答问题的实践操作中剖析错误、订正错误，

让错题不再成为学生学习数学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而让错题成为

学生提升自身成绩的主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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