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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易错题的成因及引导对策探究 
崔云燕 

（吉林省洮南市第九中学  137100） 

摘要：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讲解基础知识和内容，还要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使其能够准确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根据学生在解题时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各方面原因导致学生在解题时准确率较低，教师应当对错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采
取有效解决措施。基于此，本文就初中数学易错题的成因及引导对策进行探究，首先分析易错题形成的原因，了解学生在解题上存
在的不足，然后就如何提升学生解题能力和准确性提出有效措施，以便能够改善错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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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易错题是学生因为自身认知、基础知识、思维等方

面因素造成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出现了错误，其也是影响学生数
学成绩重要因素之一。在很多学生都存在不足导致易错题的出
现，教师要根据学生自身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最大程
度规避错误的产生，从而提升学生问题回答的准确率。通过文
章对易错题成因和对策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其他教师在易错
题教学上提供一定参考，全面提升学生在学习上的能力。 

一、初中数学易错题形成的原因 
在初中数学中，易错题反映了学生自身在学习上所存在的

不足，出现易错题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学
生在思维上存在偏差。初中数学在内容上相较于小学变得更加
丰富，问题类型也更加多变，在解题上相对较为困难，对于学
生而言如同进入到了一片新天地，但是学生在学习思维上却没
有任何的变化，在分析问题时依然用小学时的思维，造成其在
面对各种问题时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1]。（2）学习方法不
满足要求。很多学生在学习数学时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并不清
楚，常常是背下公式，面对问题时只强行套公式，而这却难以
解决所有问题，当面对难点问题时常常出现束手无策的情况。
（3）心理问题。很多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看到题目就开始下笔，
并没有对题目进行详细且深入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所选
择的解答方法极易出现错误。这一点在很多学生身上都有体现，
并不是因为问题难度过大，而是因为学生自身过于急功近利而
导致的。 

二、初中数学易错题引导对策 
针对于初中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教师需要对其进行详细

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以便能够提升学生在解题时
的准确率。 

（一）分类比较 
由于易错题的类型和原因较多，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纠正时，

应当对其进行分类，让学生不仅了解自身出现易错题的原因，
还能够有效提升其在解题上的命中率，从而有效避免学生再出
现类似错误。所以，针对于学生在作业等方面所出现的易错题
进行搜集与记录，然后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分成不同类型，标注
每一种类型易错题形成的原因，让学生能够认识到自身在回答
问题时所存在的不足，以便能够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2]。为了避
免学生出现错误，应当对学生进行严格监督，让学生能够深入
思考解题时所出现的各种错误，然后对错题集进行整理，以便
能够从最根本上弥补自身不足，不断提升自身解题能力，提升
在解题方面的准确率。例如，有关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习题，
在解答此部分习题时，学生在代入时极易出现漏掉符号或是符
号抄写错误的情况，针对于此种类型的易错题，教师应当对学
生在解题时的认真态度进行培养，最大程度避免此种不必要错
误的出现。 

（二）认真审题 
学生是否能够准确解答问题，认真审题是最为基础且重要

的前提，如果在审题上出现了问题，那么后续所有解题过程也

都变得徒劳。存在部分学生在解题时过于急切，而且自身也缺
乏审题意识，当其看到题目以后便草草动笔，在这一过程中经
常会出现看错和无法发现题目中已知条件的情况，如此便会对
学生的解题造成严重影响[3]。例如，有两个三角形，其中一个两
角度数为 50 度和 70 度，而另一个三角形则为 60 度和 70 度，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是否为相似三角形。当看到这一题目时，部
分没有认真审题的学生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事实上这两个三角
形是相似三角形，导致学生在回答时出现原因便是在审题上没
有给予重视，当看到有一个角度不同时便直接给出了否定答案。
但是，因为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 度，经过计算未给出的三角形
第三角度数分别为 60 度和 50 度，将其代入到题目中，两个三
角形的角度均为 50 度、60 度和 70 度，是相似三角形。所以，
要想避免在回答问题时出现错误，学生应当认真阅读题干，并
对其进行分析，找出隐含条件，从而准确解答问题。 

（三）夯实基础 
很多学生由于对基础概念和定义等方面一知半解，导致其

在回答问题时概念或是定理等常常用错，从而导致出现错题。
例如，当对（-2）2 进行计算时，学生所给出的答案为-4，之所
以会得出这一答案，主要是因为学生对于平方的概念理解的并
不透彻，虽然在数值计算上是正确，但是在符号上却出现了错
误，从而致使答案出现错误。要想避免此类错误，教师应当在
教学过程中重视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当学生能够扎实掌握基
础知识以后，学生才能够更加准确的将其应用于解题过程中[4]。
同时，教师还应当在课上为学生设计相关题目，通过安排适量
的练习，促使其能够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这使得学生能够在
解题时更加灵活的应用。另外，在解题时还需要帮助学生总结
解答技巧，促使其在解答问题时拥有更高的准确率。 

总结：总之，初中学生在解答易错题时常常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原因，其中有很多并不是因为问题本身过难超出学生能力
范围而导致的，更多的是由于学生自身原因而出现错误，而这
造成学生解题准确率较低。面对此种情况，教师和学生要分析
和正视易错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学生在解题时
的能力，最大程度降低易错题的出现。文章主要是从分类比较、
认真审题以及夯实基础三个方面对规避易错题的方法进行探
讨，促使学生能够有效规避在解题时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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