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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错误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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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太和县城关第四小学  安徽太和  236600） 

 
摘要：伴随素质教育的纵深推进，更强调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以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数学是一门较为抽象的学科，对于仍以具象认知为主的

小学生而言，其在学习、理解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

此，教师应正视错误资源，加强对错误资源的利用，以引发小学生关注

错误、重视错误、反思错误，促进其认知能力和数学思维的发展。故此，

笔者立足于数学课堂教学对错误资源的利用现状，展开对错误资源有效

利用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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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数学新课标中指出：在数学教学中，应侧重于培养学
生的学科思维，使其具有适应未来发展和进一步学习所需的数学
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和科学态度。在此，教师应注重加强学生的
学习体验、发掘错误资源的价值，让学生在修正错误的过程中，
具有深入思考、联系生活、反向推理的意识和能力，能够理性的
对待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使其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 

1、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对错误资源利用的现状 
1.1 缺乏利用错误资源的意识 
数学是一门具有严谨性、抽象性及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学科，

对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为提升教学
的有效性，教师应重视对错误资源的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
以促进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过于追
求正确答案，忽略了错误资源的的价值；还有的教师讲解问题时，
倾向把定式思路以填灌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忽略其问题甚至错
误，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教学计划推进。在以教定学下，面对学生
“有价值的错误”，老师也没能及时的关注与开发，使学生不断
地“重蹈覆辙”。 

举个本人教学中的实例：在《分数的加法和减法》的学习中，
有的学生对同分母的加减法运算比较得心应手，遇到异分母的运
算时，便总是出错。其原因便是学生在寻找 小公倍数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忘记给分子通分。笔者在发现问题后，给予学生阐述思
路的机会，多与其沟通，试着了解学生的想法，并找到便于其理
解的方式—可以“上下一致”的提示使学生认识到计算时应更加
细心，而非单一的以“√”和“×”批示学生的作业结果。 

1.2 教师对课堂错误的处理不当 
新课改的全面实施，强调教学应面向全体学生[2]。小学生作

为独立的个体，其源自不同的家庭，兴趣爱好、接受程度及学习
能力均有不同。在面对学生的错误时，有些教师没有对学生的错
误进行整理和反思，而是对学生进行批评训斥，认为其不认真、
不用心，这样不仅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还会使学生对数学产生
恐惧心理。 

例如：在《位置与方向（一）》的学习中，小学生的生活阅
历较为有限，有的学生方向感较差，教师便会认为学生不用心，
甚至用“这么简单都不会？”、“你真笨！”、“你能多动动脑子吗？”
等言语打击学生，使其学习自信心严重受挫。逐渐的，便会使学
生有问题也不敢问。错误资源在一些教师的教学中体现不出应有
的价值，甚至形成了负面的教学作用。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对待错误资源的态度、视角，决
定着错误资源价值的发挥以及对学生素养的培养。在提高教师态
度与认识的基础上，教师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对错误资源的合理利
用，是有效提高错误资源价值的关键所在。 

2、加强小学数学课堂中对错误资源有效利用的策略 
2.1 合理运用教学中出现的错误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学生的错误。如果

学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教师可以顺着学生的思维适当采用
较为明显方式使学生提出质疑，进而对自己的答案进行反思，及
时纠正错误。例如：在应用题解答时，学生经常忘记数字的单位
标注，教师可以在进行解题示范时故意不加“单位”，小学生的

对别人的错误观察力较强，对发现老师出现的错误更是有成就
感，学生发现错误后教师可以趁机向学生强调“单位”的重要性，
这样学生能加深印象，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避免发生同类问题。 

2.2 引导学生正视错误 
小学生具有较强的表现欲和自尊心，在学习中需要教师的鼓

励与认可。在出现错误或疑问后，很多学生选择隐藏与逃避，害
怕因为与别人不同或自己的错误受到别人的嘲笑。教师如果在学
生出现错误后进行批评训斥，学生会对错误产生恐惧心理，变得
小心翼翼，容易在学习中顾此失彼。因此，教师要注意对学生错
误进行引导，鼓励学生自主发现产生错误的原因，并进行耐心指
导，帮助学生改正错误，并在改错的过程中促使学生获得成就感，
让学生对错误不再恐惧，而是愿意主动探究错误产生的原因，加
深对知识的印象。在《克与千克》的学习中，有的学生总是对重
量单位的运用产生混淆，如“4 枚鸡蛋重 250 千克”。对此，教
师可在班级中开展情境教学，让学生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物品称
重，使其在运用中形成重量概念，具有什么时候用克、千克做单
位更恰当的意识；还可让其观察生活，看饼干外包装、酸奶罐上
的重量标注，使其形成初步的质量估算能力。 

2.3 加强学生对错误的反思 
学贵有思，思学结合才能促进学生的良好成长。故此，教师

要引导学生对错误进行反思，总结“问题错在哪里，为什么错，
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思路”等。在自主寻找错误过程中，学生的逆
向思维也将得到良好发展，不但具备正向推理的能力，还能反向
验证，在无形中激发了求知欲望，培养了创造性思维。例如：在
对角概念进行教学时，教师可让学生判断“角的边长与角的大小
的关系”。有些学生会认为角越大，边长越长，教师可以通过实
物展示，让学生意识到错误，并通过探究了解到角的大小与边长
没有直接关系的论点。 

3、结语 
综上所述，提升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良好的数

学思维，并非一蹴而就的。作为小学数学教师，应具有开发、利
用错误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在教学中不仅应对孩子施以欣赏、鼓
励式教育，使其意识到错误所在、如何能够避免错误，更需注重
对教学的反思及调整，提高教学的适应性、灵活性及科学性。从
而，在走近学生、构建融洽师生关系的同时，建立与学生沟通、
交流的渠道，使课堂教学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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