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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指导小学生有效使用数学错题本 
◆何科香 

（重庆市北碚区复兴大树小学  重庆  400713） 

 
恩格斯说：“最好的学习是从差错中学习。”新课标中重视对

数学知识结构的掌握，更关注学生对数学学习过程的经历与体
验。学生的学习是一个过程，指导学生建立错题集是教师指导学
生学习的一个良好契机，将学生自己动手实践、自主探究与合作
交流作为学习的重要方式，也能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从而帮助
学生获得好的学习方法。 

在数学教学中，对于学生作业中常见的错误，教师一再要求
学生作业做错后要订正，但往往学生在作业本上订正了事，时间
长了就淡漠了，换了作业本，更是无从查起，学生心中无数，老
师心中也无数，后来的复习补救就没有了依据。因此，指导学生
建立数学错题本，便于找出自己学习中的薄弱环节，使得学习重
点突出、学习更加有针对性、获得学习方法、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在小学怎样建立错题本，如何使用错题本？并对错题本的使用及
时给予评价呢？  

一、如何建立错题本 
由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识字量和书写能力有限，对于他们来

说，自己抄写、整理错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教师可以每周设
计一次改错活页卷，总结一周来全班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把在书本、练习册、试卷中学生出现的典型错题改成判断改错题，
让学生进行判断，再把错误的地方用红笔圈出来，然后改正。通
过这种方法，学生纠正了错误，对重难点知识和易错点进行了有
效的巩固。每周一张活页改错卷，每周对所学知识进行一次梳理。
到期末复习时，把所有的改错活页卷订在一起，就是一本错题本。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对错题本有了初步的认识，提高了学生对错
题的关注度，养成了整理反思的习惯。教师也可以按单元设计改
错活页卷，优点是题目更系统更全面，有利于复习，但是由于每
单元课时长短不同，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改错习惯。  

到了二年级，学生的识字量有所加大，书写能力也有了很大
的提高，这时错题本可以由学生自己记录，最好是每天整理一次
错题本，每次都要写上错题的来源和时间，错题本可以竖着分四
格，第一个格抄上原题，写上错解，第二个格写上错误原因，第
三个格写上正确答案，第四个格是备用格，可以写感悟等。这种
记录方式的好处是原题是怎么错的、错在哪里一目了然，学生可
以轻松有序地完成纠错，进行错误分析和总结，巩固容易犯错的
知识，有利于日后的回顾，加强重点知识的自我复习、巩固和提
高。  

三年级开始，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此时对错
题本的整理可提高要求，错题本格式不变，但是分为两项内容，
一项为“我的错题”，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记录自己的错
题，还应要求学生反思错误原因、分析解题思路、写出正确解答
过程、注明注意事项;另一项内容为“巩固提高题”，是由老师根
据学生出错题目，找出与之相同或相关的题型，让学生再做一做，
意在考察学生是不是真的掌握了相关知识。如果没有困难，完全
解答正确，说明这部分知识学生已经掌握了，如果还是不能解决，
则说明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一知半解，掌握得不好，要进行全面
的复习和深入的理解，“巩固提高题”能有效解决学生一做就错、
一讲就会、再做还错的问题。  

到了四年级，除了自行整理“我的错题”，对于能力强一些
的学生，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改编题目，初始阶段时学生只需对题
目数据做一点改动，学生有一定的积累后，可对条件做一些大的
改动，自编自改的题目学生很有兴趣做，也可以同桌合作，编题
改题后，同桌交换着做，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到了五六年级，学生的综合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错题本的内
容可以更丰富一些，上面不一定只是“错题”，学生可将“错题”
“易错题”“难点题”“典型题”等记录下来，每道题目在掌握了
正确的解答方法之后，再想方设法找第二种、第三种方法……这
样举一反三，这时就能用上备用格了，学生把自己想出的新方法
写在上面，使自己的思路更开阔。  

二、错题本的使用原则  

1.及时记录错题  
小学生年龄小，短时记忆力强，爱遗忘，因此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错题一定要在当天写进错题本。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
学科，知识前后联系紧密，如果某一知识没有掌握好，会影响下
一知识的学习，所以一定要及时记录错题，及时纠正，既能巩固
所学知识，又为学习新知做好知识上的准备。  

2.研究错题，分类记录错题  
对于小学生来说，整理错题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并不是每

一道错题都要抄下来，而应对错题有选择地加以整理。在建立错
题本之初，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指导，首先要浏览一遍所有错题，
把错误分类，同一类错题可以只记录一道，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时
间花在分析错误原因、正确解答和总结经验上，这样才能真正体
现错题的价值。  

3.分析错误原因，构建新知  
由于小学生在学习数学方面受经验的限制，让他们自己分析

错误原因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教师的指导。当学生在课堂学
习中暴露出问题后，教师应及时展示错误，让学生分析错在哪里，
为什么错了，怎样改正，使学生掌握分析错误的方法，是因为概
念不清？考虑问题不周全？知识遗漏？审题不清？答题不规
范？还是心态问题？教师应组织学生讨论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
些问题，并提醒学生需要注意什么。教师应通过日常学习提高学
生分析错误的能力，认识错误并找到相应的知识要点，这样在管
理错题本时，学生会发自内心去反思错误成因，并体验纠错过程，
更直观地看到错误原因，以免下次再出现类似的错误。同时，在
分析错误原因和建构新知的过程中，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
和习惯，指导学生学会归纳分析和梳理知识点，抓住问题的关键，
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总之，教师在引导小学生整理数学错题本时一定要结合他们
的年龄特点和数学学科的特点，激发学生整理错题本的积极性，
要有方法、恒心和毅力，教师及时给予指导和评价，使学生明白
错题本的作用不仅仅是弄明白这一道错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
错题本学会如何学数学和研究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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