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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数学解题错误原因分析
徐桂英

江西省永修县外国语学校　330304

摘　要：本文旨在分析小学生数学解题错误的原因。通过深入探讨，我们发现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包括基

础知识不扎实、计算能力不足、理解能力有限以及粗心大意等。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些困难，教师需要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

如强化基础知识、培养计算能力、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加强审题训练等。通过这些措施，学生可以减少数学解题错误，

提高数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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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Errors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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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errors. Through in-depth 
exploration， we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students making mistakes in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include lack of solid basic 
knowledge， insufficient computational ability， limited understanding ability， and carelessnes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teachers need to adopt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basic knowledge， cultivating computational 
ability， improv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problem-solving training. Through these measures， students can 
reduce math problem-solving errors and improve their math grades.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Mistak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数学是小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许多小学生在

数学解题过程中经常出现错误，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数学成

绩，也阻碍了他们数学能力的发展。因此，分析小学生数学

解题错误的原因，并探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学生克服这

些困难，是当前小学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小学生计算出错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理解偏差

学生可能对数学概念或问题的理解有误，导致错误答案。

由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抽象思维能力不足、解题方法选择

不当、缺乏数学基础知识以及学习态度和方法不当等。针对

这些原因，家长和老师可以通过提供更具体的数学问题、加

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灵活运用解题方法以及培养学

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等方式来帮助学生克服理解偏差，提高

数学学习成绩。小学生在学习数学时，可能由于语言能力尚

未成熟，无法准确地理解题目中的数学概念和要求。例如，

问题中涉及到“减法”，学生可能会把它当作“加法”来理

解，从而导致错误答案的产生。小学生的思维发展仍处于较

为初级的阶段，他们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较为困难。例如，

问题中涉及到分数，学生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分数的概念，从

而导致错误答案的产生。小学生在解题时可能会选择错误的

解题方法，导致对问题的理解产生偏差。例如，对于一道要

求用乘法解决的问题，学生可能选择了加法的方法，导致错

误答案的产生。小学生在学习数学时往往需要掌握一定的基

础知识，如数字的大小关系、运算法则等。如果学生对这些

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就会导致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产生偏差。

例如，学生在计算问题中的步骤时可能漏掉了某些必要的计

算步骤或规则，从而导致错误答案的产生。学习态度和方法

也会对数学理解产生影响。如果学生对数学学习不感兴趣，

学习态度消极，就会导致对数学问题的理解产生偏差。同样，

如果学生在学习数学时采用的方法不当，如死记硬背而不深

入理解概念，也会导致对数学问题的理解产生偏差。

（二）计算错误

小学计算错误的现象主要包括概念理解不清、粗心、计

算步骤混乱、对数字的认识错误和不熟练等方面。针对这些

问题，我们需要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和练习，帮助小学生加

强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培养他们的注意力和细致的习惯，加

强对计算步骤的规范和顺序的掌握，提高对数字的准确认识，

以及加强对计算方法的熟练掌握，从而减少计算错误的发生。

小学生在进行算术运算时，可能会出现概念理解不清的情况。

比如，他们可能会混淆加法和减法的概念，导致在进行运算

时出现错误。此外，小学生可能还会对乘法和除法的运算规

则理解不清，导致在计算中出现错误。小学生在进行计算时，

可能会出现粗心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因为粗心而漏掉一些数

字或运算符号，从而导致计算结果出现错误。比如，他们可

能会把一个数字忘记写下来，或者忘记将小数点移动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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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小学生在进行长算式的计算时，可能会出现计算步

骤混乱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在计算中跳过某些步骤，或者把

计算步骤的顺序弄错，从而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出现错误。

此外，小学生可能还会在计算过程中忘记对进位或借位进行

处理，进而导致结果错误。小学生在计算时可能会出现对数

字的认识错误。他们可能会因为对数字的认识不准确，而导

致在运算中出现错误。比如，他们可能会把一个数字理解为

其他数字，从而导致计算结果出现错误。

（三）概念混淆

小学生可能会混淆加法和减法的概念。他们可能会在进

行计算时将减法看作是加法，或者将加法看作是减法。这种

混淆导致他们在计算过程中出现错误。还可能会对乘法和除

法的概念理解不清。他们可能会在进行乘法运算时将其看作

是加法，或者将除法看作是减法。这种混淆导致他们在计算

中出现错误。另外，可能会混淆正数和负数的概念。他们可

能会在计算过程中不清楚正负数的运算规则，导致计算结果

出现错误。还可能会混淆分数和小数的概念。他们可能会在

计算过程中将小数看作是分数，或者将分数看作是小数。这

种混淆导致他们在计算中出现错误。还可能会混淆几何图形

的概念。他们可能会将圆形与正方形、矩形混淆，或者将三

角形与矩形混淆。这种混淆导致他们在几何图形的计算中出

现错误。

（四）时间压力

小学数学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很多，其中时间压力是一个

常见的因素。时间压力可能来自于学生自身对于完成作业或

考试而感到的紧迫感，也可能来自于老师或家长对于学生完

成任务的期望。不论是哪种情况，时间压力往往会对学生的

数学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时间压力会导致学生匆忙地完成数

学题目，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思考和计算。在小学数学中，

很多题目都需要学生进行计算和推理，而匆忙地完成这些题

目容易出现错误。学生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例如计算错误

的加法或乘法导致最后的答案错误。他们也可能会出现理错

误，例如错误地使用数学定理或公式导致答案与实际情况不

符。这些错误可能会给学生带来困惑和挫败感，影响他们对

数学的兴趣和自信心。时间压力会使得学生不够冷静和专注。

数学是一门需要集中注意力和思考的学科，而时间压力会让

学生感到紧张和焦虑。当学生感到时间紧迫时，他们往往会

急于找到答案，而不是经过仔细思考和探索。这样的做法可

能导致学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或问题，从而造成错误。

学生也可能会因为紧张而忽略了解题的思路和方法，选择了

错误的解决方法。

（五）缺乏练习

小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相对较低，需要通过大

量的练习来巩固和加深理解。缺乏练习的情况下，他们在应

用数学知识解题时容易出现错误。例如，在进行数学计算时，

小学生可能会出现一些常见的错误，比如加减乘除的运算符

号搞混，忘记进位或者借位等等。小学数学知识的学习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每个知识点都需要反复训练才能够掌握。如

果缺乏练习，学生很容易忘记之前学过的知识点，导致在后

续的学习中出现错误。例如，在学习几何图形时，小学生可

能会忘记之前学过的图形的名称和性质，导致在解题过程中

出现错误。小学数学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记忆的定理、公式和

规则等知识点。如果缺乏练习，学生就很容易忘记这些知识

点，从而在应用时出现错误。例如，在解方程时，小学生可

能会忘记一些常见的解方程方法，导致无法正确地解题。

二、小学生错题管理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对小学生错题的认识和重视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他们的信念影响着学生对错

误问题的理解、态度和行为。因此，为了加强学生对错题的

理解和重视，教师应该对错题管理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

并给予相应的重视。首先，教师应该告诉学生，错误管理是

有效的管理，而不是简单的收集和复制错误的问题。要把错

误管理变成一种个性化的学习资源，真正成为一种有效的重

复。错题是指学生在日常学习中遇到的错误问题；管理是指

学生获取隐藏在错误问题中的知识，掌握知识的类型，将知

识应用于未来的问题解决，管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

和交流，管理思维模式和技能，帮助学生转化和再创造知识，

促进有效学习的手段、方法和方法。此外，教师应该让学生

意识到，错误管理不是增加任务量或负担，而是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学习的难度。通过错误管理，学生可以不断发现自

己的薄弱知识点和掌握不足的领域，并及时加以弥补，提高

解决问题的效率，培养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使学生树立正

确全面的错误管理价值意识。

（二）给予学生错题管理策略指导

首先，有必要让学生从多个层面收集错误问题，比如练

习题、作业或考试，以及老师教的例题。这些问题要及时收

集，确保不遗漏错误；其次，错误管理的分类和总结也是错

误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当问题出现时，错误将变得杂乱

无章，并影响对错误的二次利用。因此，教师应严格要求学

生错误归纳的规范化。学生应该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可以根

据知识点、章节或自己的习惯、出错频率等进行分类总结。

再次强调，对错题的巩固和复习策略也很重要。遇到类似的

题型是对错误问题管理有效性的验证，也是对知识的巩固。

学生进行错误管理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错误情况向学生

反馈，并要求学生重新做相同的题型。目的是帮助学生从类

似的问题中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后续的错误管理中，学

生可以学会在学习中发现并反复巩固类似的错误问题。最后，

教师可以在每周例会中增加一个错误问题交流分享环节，让

学生相互交流，集思广益，丰富错误问题管理策略，促进学

生多向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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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同类型错题入手，尝试理解分析错题

对错题的全面认识和分析是学生管理错题的重要前提。

在收集整理错题之前，要对自己的错误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

对自己的错误原因进行明确的分析。学生喜欢把做错题归结

为客观原因，一般分为：粗心错误、不懂题、实在看不懂题。

这三种类型的归因错误问题是最不可取的。误差分析是误差

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这部分基础好，那么错误问题的收

集和再利用就能有效。学生的学习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试错的

过程，学习者对错误的分析是发现问题、探索错误原因、深

刻认识错误根源的过程。学生面对不正确的问题，回顾自己

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与正确的思路有何不同，不同之处在

哪里，哪些知识点存在差异，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什么。

当教师谈到反复出现的错误问题时，他们会分析问题的突破

点、混淆知识点、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共性。通过对这些问

题的分析，错题管理更加完善和规范。同时用不同颜色的笔

标出重点知识点和容易发生错误的区域，防止同一类型的错

误和知识点的继续发生。

（四）从章节错题入手，及时收集整理错题

很多同学都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在改正后遇到原来的问

题，犯错误的概率还是相当高的。这是因为数学知识属于需

要理解的逻辑结构较强的知识。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发现

这些问题都是相似的、相似的。对于一些不正确的问题，学

生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解决方法会在他们的脑海中更加深

刻。即使后来纠正了，这种做法也没有完全扭转，再次遇到

这类问题时，他们仍然会犹豫，干扰正确的做法。所以，学

生在遇到错题时，要及时收集整理，彻底转变自己的解题思

路，避免遗漏或避错；其次，在收集错误问题时，要及时收

集、分析、分类。拖延只会导致在组织或应用错误问题时缺

少三、四分，不利于知识逻辑体系的建立。此外，如果学生

能够及时收集和整理错误问题，就需要学生充分有效地利用

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及时发现管理错误问题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和困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当场处理问题，并向

老师和同学寻求解决方案。分类对学生管理错误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包括显性错误，即直接犯的错误。另一类是隐性

不正确题，其中答案可能是正确的，但中间解决问题的途径

和方法是不正确的，只是偶然做对了题。在这种情况下，学

生通常思路不清，方法繁琐，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不完整。此

外，小学生错题管理可以是灵活的工作量，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或时间安排来调整错题的数量和频率。这也是对学

生自主学习的一种放手尝试和考验，让他们在自己对学习过

程的掌控中产生积极、积极的错题管理情绪，不让错题管理

一开始就被学生定义为一种学习负担。

三、结语

通过对小学生数学解题错误原因的深入分析，我们认识

到学生需要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强化基础知识、提高计算能力

和理解能力。同时，教师也需要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如加

强审题训练、注重解题思路的讲解等，以帮助学生减少解题

错误。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小学生能够克服数学

解题中的困难，提高数学成绩，并为未来的数学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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