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435  

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典型错题筛选和分析 
◆袁  宇 

（简阳市石钟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四川简阳  641400） 

 
摘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教师所能做的不是回避问题而

是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针对小学数学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教师要学

会利用各种方法对典型错题进行筛选整理，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在错误
中成长，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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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树立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错误不
可避免。 

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中，学生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甚至
匪夷所思的错误，这主要是由学生的年龄阶段特点、知识经验的
累积、认知水平、思维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此更加需要教师对
学生的错误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将这种错误转化成一种学习的
资源，帮助他们在错误中反思、成长。 

小学数学是培养孩子学习数学兴趣及数学学习能力的关键
阶段。如何能在错误中成长，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利用现有的教
学资源教学，还能够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生成性的资源。 

一、典型错题的描述 
典型错题顾名思义是指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或

普遍性存在的错误。很多教师已经能够将这种错误看作是客观且
丰富的生成性资源。对于这类错误的把握不仅能够帮助教师及时
调整教学目标并提高教学有效性，也能够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反思
进而提升其数学素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面对的典型错题包含以下两个方面[1]： 
1、某些学生在某类问题上经常犯下的错误。 
这种问题通常出现在低年级段，小学生的思维活跃，但他们

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因此在学习新的概念时，他们往往是出于
自己的直观感受，这样难免会产生偏差，致使错误频出。例如，
在学习《混合运算》的时候，学生计算 21＋13×4 的时候，一开
始总会直观地先计算加减，再计算乘法。这种既有心理上思维定
势的错误，也有学生并未理解“运算顺序”概念的原因。 

2、某个知识点学生普遍性存在的问题。 
受小学阶段思维特点的影响，学生虽然初步具备了整体思维

能力，可在具体解决问题过程中仍然不能够灵活地运用综合性分
析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就开始接触理解性
的应用题，这种错误出现的频率就会增加。例如组合图形面积的
计算，学生可能会被之前所学的单个图形面积计算所误导，可多
边形的面积计算时没有办法按照之前的长×宽的方法来计算的。 

二、典型错题筛选方法 
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对典型错题进行筛选、分类，这不仅是

对学生错误系统性地总结，更是一种珍贵的生成性教学资源。 
典型错题的筛选方法从筛选对象上看，主要分成一下两种： 
１．专业的筛选方法[1]。 
一般是以课题形式展开，通常由一线教师和专家组共同完

成，课题组会采用德尔菲法、样本测试验证法等多种手段，通过
收集真实错题，编制假设错题，对小样本筛选，再进行大样本验
证，最后访谈确认、反馈等步骤。 

这样的筛选虽耗时耗力，但能够得出普遍性结果，且具有推
广意义。 

2.一线教师自我总结[2]。 
一线教师在教学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错题，如何将这种

错误转化成一种资源，是对教师提出的新的挑战，也是对教师专
业能力的锻炼。 

教师可以在平时的工作中，合理利用相关技术、电子资源等，
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形成典型错题资源，并在后续的教学中进
行有效的利用，帮助学生扭转错误。 

这种方法可能不具备普遍性意义，但实用性很强，对一线小
学教师实现高效课堂和提升学生数学素养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三、典型错题的分类分析 

小学数学典型错题筛选与分析课题成员对所收集和校验的
430 个典型错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
元分类的框架[1]。 

1.按课的类型划分，即某节课错误频繁。针对这样的错误，
教师可以通过系统回顾、分层整理的形势，帮助学生查漏补缺。
这种典型错题主要出现在一个单元的最后一个章节，如 “用百
分数解决问题”，是结合前几节的知识点进行综合性应用解题。 

2.按照知识的表征方式，可以划分成： 
①客观静态的陈述性知识，主要是各种概念、性质和定律等，

诸如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圆的认识、百分数的认识，都是属于陈述
性知识。 

②动态可操作的程序性知识，也就是在数学问题中怎么计
算、怎么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等。例如我们上面所讲到的“用百分
数解决问题”，还有六年级上册的第三单元 3.3“比例尺的应用”，
利用比例尺，解决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问题都是属于应用解决
问题。 

③方法性的策略知识，即归纳、演绎、分析、综合、评价等
思维能力，这是小学阶段出错频率较高的知识类型。这种问题通
常出现在我们单元或者期中、期末测试的时候，学生利用所有学
过的知识点解题的时候。 

除此之外，还有按照知识领域划分，其实也就是我们小学数
学教学中的难点与重点。学生通常会在重难点上出错的概率比较
高。从年级角度看，因为教材是按螺旋上升的原则编写的，越到
高年级难度系数越大，综合性越强，学生错误率也越高。小学五
年级之后学习的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是学生错误的重灾区，也
是小学阶段学习的重难点所在。 

而一线教师自我归纳总结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一下典型错误： 
1.不该犯下的错误。原因通常是学生做题时的态度、学生审

题偏差或做题时太过马虎， 如看错了数字、符号，甚至有漏写
了结果等等。这类错误在练习及考试都会出现，且不会有特别固
定的题型，需要教师从学生的态度上加以引导，养成审题、检查
的好习惯。 

2.理解不全造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知半
解”，学生看似理解了概念却不能将其运用在练习当中。如因数
和倍数，这一单元有很多混淆性的概念“质数与合数”“约数与
倍数”，如果学生不能很好的理解概念，后续的学习和解题都会
出现错误。 

3.思维定势的干扰。我们在学习新的知识过程中会遇到先前
知识结构的影响，有的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小学数学中这种
错误经常出现在规律类的练习题当中。需要教师趁早加以引导，
培养学生正确的逻辑思考能力。 

四、总结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及一线的教学人员对小学典型错题筛

选与分类越来越重视的，这不仅是提升学生数学学习能力客观的
需求，也是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我们不仅要利用专家
所给出的典型错题资源对学生数学学习中的错误进行分类整理，
同时也十分有必要对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典型错题进行
归纳和整理，两者相结合才能够帮助一线教师在教学岗位上游刃
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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