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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利用“错题集”培养初中生数学核心能力的思考 
◆孟祥建 

（江苏省连云港市云台中学） 

 
摘要：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中明确提出：作为现代学生应该具有自主学习、

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学习精神。初中生数学错题集的使用，有效把学

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在错题集使用过程中，通过教师有效指导，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数学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学

习效率的提高，使其获得生命成长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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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题集”是指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零散的错题
的系统汇总和系列化。错题集就是要求学生准备一本笔记本，把
平时作业、基础训练或者测试卷中做错的习题找出来，摘抄并整
理在错题本上。通过错题整理，寻找学习过程中的问题症结，进
行自我反思，从而提升学习效率的途径。 

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最多的就是：不论是课堂反

馈，还是平时作业；不论是周测，还是阶段测试，很多学生在学
习上总会表现出反馈练习做完了，任务就完成了。学习检测与反
馈变成了应付的任务，总是被被动完成，心不甘情不愿。而数学
错题集的硬性使用，就会改变这样的现状。从表面形态来看，会
促进学生从不自觉完成任务，到逐渐自觉完成错题汇总任务。从
学习内容的角度来看，在错题汇总的过程中，学生会不自觉进行
自我查漏补缺，到实现自主探究学习的过程。 

从学生购买错题集开始，我就让他们选一本适合自己个性的
错题集。通过错题集的选择，我们会发现学生选择的错题集与学
生自我学习特征有很多吻合点。例如有的学生喜欢选择格式性比
较强的错题集，主要体现两个动机：一个是从美观角度考量，统
一格式订正起来会很规范；另一个动机就是从简化做事的程序，
只要照着格式订正就可以了。但是更多的学生喜欢选择不带格式
的错题集，这样订正的自由度就可以更大一些。从这样的选择中，
可以体现出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主动性的强弱。 

错题集汇总过程，实现了学生从被动接受学习任务状态，到
主动自主学习状态的转变。在这个从外在形态变化的过程中，也
蕴含了学生学习内在状态的转化。就是如何整理错题集？如何对
错题进行错因分析？如何对错题进行归类总结？而这些问题，无
一不需要学生进行积极主动思考。同时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活
动的结果又是因人而异、丰富多彩的，学生有创新的新奇感，有
丰富的获得感，有能力提升的成就感。而这一切的产生，都离不
开学生的自主学习。没有自主学习，就不会有这样的创新感，获
得感与成就感！而这样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最终会生成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形成。 

所以，通过数学错题集整理，对问题的发现与分析，实现问
题解决的归类与总结，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手段，同时也
是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重要途径。 

二、培养学生自我反思能力 
自我反思能力是每个人优化做事的重要手段，是进行有效数

学学习的重要能力。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我们只有对问题的进行
不断的反思，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才能把握住问题发展的方向，
形成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才能把同类问题或相似事件，做的更
加完善。 

在平时教学中，我们总是发现学生做题，总是屡错屡犯，类
似的解题方法总是不能得到灵活运用。就像很多老师所说的一
样：讲了一百遍了也不会。归根到底的原因还是学生没有进行有
效的学习反思：对待错题订正，总是敷衍了事，只停留在答案的
机械记录上，停留在知识理解的表面获得上。而少了对问题生成
本质的研究，对问题错误原因的解析。没有把知识的外在应用转
化成自己的学习体验与活动感受，生成自我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

径。所以重新遇到类似问题时，往往容易被问题的表象所迷惑，
不知所措。 

在错题集的整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错题的错因分
析。在错题错因分析过程中，学生要反思自己的学习行为，是考
试前复习准备不足，还是考试过程中，受到了不良情绪的困扰，
还是由于平时知识掌握不牢固，还是由于考试答题技巧不足，还
是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原因，造成错题形成的呢？而
这些问题都将在错题整理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反思和解决。 

学生在利用错题集进行自我反思时，要学会调动各种思维方
式方法对数学问题进行分析。在进行错题整理时，要进行细心观
察、对照比较，利用必要数据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样态的追根究底般的反思，才使我们能够
更深层次理解自我的学习状态，调整学习策略，提升学习品质。
在利用错题反思中，还可以把问题作为研究载体，提升自我思维
品质，观察比较研究问题生成样态，发现问题背景与问题解决的
价值关联，寻找问题结构异同点，通过类比总结发现问题解决途
径。这样的问题解决，就不会只停留在知识表浅的理解，而会转
化成思维品质的训练。这样对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是极为有利
的。 

所以，让学生通过错题集的整理使用，进行自我学习反思，
可以不断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自我成
长。 

三、培养学生批判思维能力 
不盲从，不跟风，具有独立思考，果敢务实是当下时代人最

缺失的精神。在平时教学中，我们总是少不了发现这样的教学样
态：课前学习准备，人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课堂上别的同学怎
么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课后作业更是如此这般的雷同，抄袭
成风。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学生缺少独立批判的精神。学生不
喜欢批判，就是缺失一种批判的责任与担当；在面对问题解决时，
缺少一种积极参与的状态。学生不敢批判，是因为他们缺少批判
的勇气，对待周围陌生的环境、人和问题时，就缺少一种迎难而
上的勇气，不敢承担因批判而发生结果。学生不会批判，是由于
他们在批判过程中，不懂批判的手段与方法，不知道批判的目的
是什么？如何进行批判，怎样进行批判，批判最终价值是什么？
而这就是我们思维训练的内容，也是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 

在错题集使用过程中，学生在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我们
经常要求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这
就是一种自我批判思维习惯的培养，通过问题促进学生批判思维
的成长。错题集使用过程中，有时我们会特意让学生间互相传阅
彼此的错题集，进行互相间的交流与评价，并提出“你能帮我出
主意吗？”这样一个主题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陪学生独
立思考的能力。只有经过认真研读别人的错题集的学生，他们才
能发现他人错题集错题错因的规律，才能为别人提出合理建议。
这样的活动，促进学生对他人他物的客观评价的批判思维能力培
养，同时促进了学生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 

所以，学会批判，养成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是一个人促进自
我成长的必备品格，是作为一个社会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
任。只有学会对问题进行客观正确的批判，孩子才能进行完整人
格的成长。只有进行正确批判，并与社会其他成员进行合作交流，
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总之，初中生数学错题集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学习能力
的培养，有效降低作业的错误率，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自我反
思、批判思维等能力的培养。错题集的使用，可以促使学生的学
习态度发生显著的变化，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掌握科学的学
习方法，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科学规范使用好数学错题集，可以
提升学生学习素养，为学生终生学习而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