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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错题成因诊断教学探究
吴拥华　邓　涵

（武汉市常青第一中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学生在做练习的过程中，出错误是在所难免的，遇到有些题目时甚至“屡错屡犯”。如果能通过观察和分析学生的错题资源库，

找到错题的成因，那么教师就可以“对症下药”。教师应当结合学情、高中生认知和发展规律，及时调整教学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帮

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重拾学习物理这门学科的信心，逐步培养学生自我诊断错误与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样才能提高物理学科的教学效果。

本文以一次考试成绩后学生自我错误诊断的调查为切入点，对如何建立错题库和常见物理错题的几类归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究，对如何有

效利用错题库而实施的教学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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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普遍考生对物理学科学习存在畏

惧的心理，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提高学生物理学科的核

心素养和物理成绩成为一线物理教师亟须解决的问题。很多高中

学生反映在物理学习过程中，一听就会，一做就错。而错题是教

与学过程中最重要的反馈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薄弱点。教师应当仔细观察和分析学生的错题资源库，找

到错题的成因，然后“对症下药”，帮助学生正确面对恐惧心理，

依据错题进行总结与归纳，有针对性地对易错点进行训练，培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我调控的能力。因此，错题库也是教师

的教学过程中宝贵的教学资源。

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错题是学生在运用新知去解决

问题时遇到的矛盾的产物，认识自我的错误与偏差才能完善与更

新自我的认知体系。Metcalfe Janet 和美国研究者 Frese 都认为错误

是一种重要的反馈信息，并利用信息来改进学习。国内教育界的

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错题集的有效运用，从最早的教育学文献《学

记》，到叶才琪和黄艳红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在教学过程

中错题集的重要性，探究错题的成因。由此看来，国内外的教育

专家们都肯定了错题库收集的意义，但关于如何高效的收集错题

和培养学生自我诊断错题的教学策略仍需进一步的探究。基于一

次学生的错题诊断调查，本文展开了如何建立错题库以及常见物

理错题的几类归因初步的探究，对如何有效利用错题库而实施的

教学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错题诊断调查研究

在一次高一期中考试之后，笔者根据学生的物理答卷对常见

错题进行了一次整体的归纳与分析。然后总结出学生在考试答题

时几类常见的错题成因，让学生自我反省后完成错因调查。根据

学生反馈结果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初步判断自我错因的

能力。但 65% 的同学都将错题归因于粗心，而忽视了错误背后反

应的真正问题，经过进一步调查和了解，笔者发现有的同学是审

题错误，有的是物理概念模糊不清，有的是计算能力不够，有的

是题意理解错误导致的结果错误。长此以往，学生习惯性地将大

部分错误都归因于失误，这会导致学生对自己没有准确的定位，

忽视了潜在的问题，在下一次犯错时仍然认为是粗心，陷入自责

与无助的负反馈之中。因此教师的正确引导学生如何分析错题成

因就十分重要，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这样才能提高教学

效果，让学生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有学习的获得感，增强学习的

信心，以乐观和积极的心态面对错题。

二、建立大数据错题库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知识的万象更新，大数据也能帮助学

习者更快、更精准地掌握所需的知识。如果能够利用大数据收集

平时错题，就能高效地总结出错因，从而对学习效果起到正反馈

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可建立班级数据库和学生个人错

题库，更有效地进行个性化辅导。

扫描学生答题卡后，利用微信小程序“小本助手”，可以迅

速了解到学生错题分布的具体情况。从错题排行榜可以了解到全

班习题中出错的整体情况，教师可根据错题排行针对性的讲解，

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学的效率，同时教师也可以了解到班级的错题

率，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错题库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提高

教师的工作效率，也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动态关注。

三、几类常见错题归因与教学策略

由于高一学生刚进入高中，学生的物理思维、建立物理模型

的模型能力和做题的一般规律还未熟练掌握，因此他们的错题具

有一定的典型性。了解他们的认知水平、思维习惯，有利于教师

更好开展教学活动。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分析和总结出了高一学生

训练过程中几类常见的错因。

（一）审题障碍

审题障碍的成因根据不同的同学的学习习惯一般有以下几种

情况：有部分同学遇到文字较多的物理情景式试题，心生畏惧，

存在读不懂题意的现象；也有部分同学平时未养成仔细读题的习

惯，往往容易忽视关键性信息；也有同学认真读题了，但不能提

取到题目的隐含条件，无法转化为物理语言。

遇到前两种诊断的成因情况，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认真审题，

讲解习题时，引导学生重视审题，把关键词画下来，将题干的信

息在大脑中进行提取和加工。如果是最后一种成因，教师应该在

平时的训练中加强对物理的“关键词语”的分析与讲解，例如“恰

好通过最高点”“最小距离”“只受电场力作用”等词语。

（二）建模障碍

很多时候，学生拿到题目后不知如何下手，物理情景和平时

讲解的物理模型割裂开来。还有的同学具有建模能力，由于物理

习惯未养成好而出错，见例题。

例：如图 1 所示，一条长为 3L 的绝缘丝线穿过两个质量都是

m 的小金属环 A 和 B，将丝线的两端共同系于天花板上的 O 点，

使金属环带电后，便因排斥而使丝线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此时

两环恰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 若不计环与线间的摩擦，则两金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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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电荷量各是多少 ?（重力加速度为 g）

图 1

学生拿到题目后觉得信心满满，就是一道常规的受力分析与

电场力结合的题目，用三角形法则或者正交分解就可解题。

学生答案如下：根据受力分析可知 A、B 两环受力情况相同，

其中 A 球受到重力 G、斜向上绳子拉力 FT 和水平向左的库仑力，

根据题意可知 A 环受力平衡，由三角形法则可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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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分析：在学生完成受力分析的题目时，常见错误有两点：

其一是分析忘掉受力，其二就是研究对象的模糊不清。因此，教

师需要在授课讲解时，要多注意引导。从这题学生的解答中可以

看出，学生解题的一般步骤已经掌握，但 A 环是否受到水平方向

上的力容易被忽视，或是学生不知道如何判断水平方向是否受到

拉力。用整体法分析可知绳子上一定有拉力，因此可以列方程：

sin 60TF mg° = ； sin 60T TF F F= °+
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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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维障碍

高一阶段的学生常见有以下几种思维的障碍：定势思维难以

改变，前概念的影响大，例如计算摩擦力大小时，习惯性地应用 f 

=μmg，默认为 N=mg，在斜面模型时往往容易出错，这也是学生

对原始公式理解不透测的缘故；有些同学反映，自己在做有些题

目时，题意看懂了，无目地列出方程，不知对解下一步有无意义，

这类型的同学的物理思维能力仍需进一步的加强；还有部分同学

思维不够全面，只考虑了部分情况，也有同学只进行了浅层次的

思维，未深入地思考，理解深度上有所欠缺，如例题 2。这类同

学需要加强思维深度与广度的训练。

如图 2 所示，在水平向左的匀强电场中，一带电小球用绝缘

轻绳（不伸缩）悬于 O 点，平衡时小球位于 A 点，此时绳与竖直

方向的夹角 θ=53°，绳长为 l，B、C、D 到 o 点的距离均为 l，

BD 水平，OC 竖直。1. 将小球移到 B 点，给小球一竖直向下的初

速度 VB，小球到达悬点正下方 C 点时绳对小球的拉力大小恰等于

小球重力，求 vB 的大小。2. 将小球移到 D 点后，让小球由静止自

由释放，求小球首次经过悬点 O 正下方时的速度大小。

图 2

第一问中，大多数学生能够通过先分析 A 点时小球的受力情

况列出方程，再分析 C 点小球的受力情况，根据 B 点和 C 点的分

析，运用动能定理解决 B 点时刻的速度大小。大部分的同学在第

二问时出现了定势思维的错误，忽略了电场对小球的运动的影响，

直接认为小球在 D 点静止释放后做圆周运动到 C 点。其实，在 D

点静止释放时，绳子上没有弹力的作用（绳子处于松弛的状态）。

因此，静止时放后的小球沿与竖直方向 53°角的方向做匀加速直

线运动，运动到 O 点的下方某一点上，结合运动学公式就可解题。

直接用动能定理解题的同学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对小球的运

动过程没有分析到位。由此看来，教师应当在平时教学中鼓励同

学们多思考，养成分析物体运动状态和受力特点的好习惯。

（四）计算障碍

物理试题对学生的计算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而往往学生在

处理物理问题的过程中因计算失分的现象也较为常见。例如在打

点计时器的实验中，许多同学算不对某一点的瞬时速度，算不对

过程中的加速度。笔者经过调研发现一般存在这样几种计算障碍：

1. 搞不清楚计时点和计数点的区别（或者审题时忽略了每五个计

时点点取一个计数点）。2. 保留几位有效数字和保留小数点后几

位这两种说法容易混淆不清。3. 忽视了测量单位导致计算出现偏

差。4. 计算失误。针对计算障碍，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诊

断错误，并在授课时教学生计算的一些小技巧，提前告知学生计

算时易错点，有效规避常规错误，提高教学效果。

四、几点教学反思与建议

笔者基于近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了学生在做题过程中常见

的几类障碍，探究了如何利用错题库提高教学效果，以下是笔者

的几点反思和建议：教师应当及时搜集、总结和归纳学生常见的

错题，建立起大数据错题库。找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障碍，然后

针对对共性问题，调整教学计划。建立学生个人学科错题库，进

行个性化的指引；教师应在平时训练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教学生学会自我错题诊断，自我调整学习计划，有意识地的针对

自我薄弱部分进行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总结中拥有了知识的获得感，增强了学习的兴趣；许多学生完

成错题集仍然停留在完成任务的层面上，效果不佳。因此，引导

学生重视错题集的构建就尤为重要。让学生在完成错题集建立时

做到多反思，多分析，多总结，多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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