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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课堂因差错而精彩 
◆余  斌  徐宗英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阳光小学  湖北省十堰市  44200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种种原

因会产生很多始料未及的错误。其实这样的错误是并不可怕的，
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和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怎样
才能让学生在经历发现错误，认识错误，并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更
好地防止错误呢？我们针对这样的疑问，选择了关于“错误资源”
的研究课题——在数学教学中错误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在这个
阶段我又重新认识了什么是“错误资源”？就是指师生在认知过
程中学生发生偏差或失误，并通过双边互动，在集体“识错”、
“思错”和“纠错”过程中生成的课程资源。这样的错误虽然是
消极的，但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使之变成积极的因素，为课堂
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服务，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一、给学生提供寻找“错误资源”的素材。 
在课堂教学中，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找到“错误资源”的，一

些机会稍纵即逝，要想有效的利用课堂中的“错误资源”，那就
需要教师准确把握教学目标，充分预设，抓住课堂中生成的错误，
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除了教师，更应该给学生一双明亮的眼睛、
灵动的耳朵，随时捕捉课堂中生成的“错误”，将“错误的资源”
有效的利用到课堂教学中去。这些“错误资源”可以在上课中勤
于捕捉，答问中随机提炼，作业里分析收集，阅卷中统计归类。
小学中段学生集中出现的错误有一下几类： 

1、学生生活经验不足引起的错误。 
受到小学生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的影响，他们的一些生活经

验比较粗糙，对事物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这些生活经验的不足，
往往会给学习带来一定的错误。比如，在教学“可能性大小”一
课中有位学生说了这样一句话：儿子身高不可能比成人高。随后，
他振振有词地解释：“你们看，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
都比我们要高。”显然，这位学生由于受到生活中“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比我高”的影响，考虑问题片面，认识发生了错误。 

2、思维定势引起的错误。 
思维定势是指人用某种固定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模式。既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它的负性一面。在知识的
迁移过程中，受到负性一面的影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就会产
生错误。例如低段学生在解决“比多比少”的问题时，往往会受
到“多”就“加”的思维定势造成解题的错误。 

3、新旧知识干扰引起的错误。 
我们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往往会发现前面学习的知识会影

响后面知识的学习，后面学习的知识对前面学习的知识反过来也
会产生干扰。印象最深的是学习加、减、乘、除的解决问题时，

学生经常会受到新旧知识的相互干扰而产生错误。如：在学习了
乘法解决问题后，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易不懂脑筋，做后面
的题基本不动脑筋的用乘法计算，造成解题思路上的错误。 

二、在“错误资源”里学会分析与反思。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错误资源”，教师要及时调整课堂教学

的进度，还可以利用错误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和探索问题的激情，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探究。在探索
中主动的分析“错误”的原因，反思与思考纠正错误的方法。在
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同时，让学生学会分析和反思的方法。 

案例二：在教学《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练习课时，有一
道练习题：小华用 30 厘米长的铁丝围了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
形的长是 10 厘米，宽是多少厘米？ 

师：能用你自己的方法解决这道题吗？ 
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解题，展示其中的两种解题方法：（1）

30-10=20（厘米）（2）10×2＝20（厘米）30－20＝10（厘米） 
师：你觉得这样的方法对吗？说说你的想法。 
生：第一种方法用周长减去一条长，剩下的长度是两条宽和

一条长的总长；第二种方法从周长里减去两条长，剩下的是两条
宽，两种方法都不能算出一条宽的长度。 

师：大家想得非常好，两种方法都没有把题解完，如果让你
继续解题，你会选择哪种方法？为什么？ 

学生按第二种方法解题。 
师：长方形的周长里有几组长和宽？想一想，你还有更好的

方法吗？引导学生用另外的方法解题：30÷2＝15（厘米）15－
10＝5（厘米） 

在这个习题的教学中，展示两种错解后，没有急于给出正确
的解题方法。而是让学生观察两种解题方法，寻找两种方法的错
误所在，并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让学生在分析错误的过程中，
找到解决错误的办法，从而加深学生对这类题型方法的掌握。让
学生继续完成解题的过程，也激发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求知欲
和探索问题的激情。达到让学生在“识错”、“思错”和“纠错”
的过程中，使“错误资源”变成让学生学会分析和反思的思维的
源泉。 

课堂因差错而美丽，课堂因差错而精彩。课堂上生成的“错
误”只要能合理、有效的利用，就是一种学习资源。这种学习资
源能让学生的热情高涨，让学生的学习更灵动，也让教师在教学
中获得更多的教学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