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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我们在纠错中提高 
◆许贞娜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小学  广东深圳  518112） 

 
俗话说：“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

的学生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认为
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怎样对待错误。 

显然，学习过程就是不断发生错误和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
总会听到老师抱怨：“这道题在课堂上讲了不知多少遍，怎么还
错啊？”这句话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学生犯错误的反复性,另一
个方面也说明了教师纠错效率的低下，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数学教
师对纠错教学的反思。 

教育专家指出：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实施教学的重要资源，
但不是唯一的资源，而更多的教学资源则是在课堂练习或作业中
产生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都是有价值的，对于有心
的教师而言，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教学资源。当学生出错后，
作为教师不仅要宽容、理解学生的错误，更要细心去分析出现各
种错误的原因，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智慧，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
引导、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并能从错误中寻得解决问题的各种不
同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原因是多样的，结合解
题的情况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审题类错误、知识类错
误和计算类错误。 

二、改进数学作业订正教学环节的方式方法： 
1、进一步优化对学生数学学习的评价，使之更全面、客观，

多方式并带有鼓励性。 
无论学生成绩如何，作业中出错是常有的事。教师习惯的做

法不外乎对正确的打“√”，错误的打“×”，很少有其它的批改
符号和评价激励措施。老师体现了作为批改者至高无上的权威，
忽视了对学生错误踪迹的寻觅，更不曾想过学生心里的感受。学
生由这些符号只知道哪道题错了，但却不能从这些符号中读懂自
己到底错在哪里。 

那么，如何优化对学生作业中错题的评价呢？ 
（1）批改符号和评价语言的优化，可以让作业批改更具人

性化。 
当直面学生作业的错误时，需要教师洞悉学生出错的原因，

改变传统批改方式，让批改更具有人性化。学生做完作业后，都
迫切想知道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得到了老师什么样的评价。
面对如此学习兴趣浓厚的学生，我全面审视学生作业后，会豪爽
的送上一个个“√”，同时给局部错误画出“○”、“----”等符
号，巧妙提示学生错在什么地方。从而帮助学生学会自己去寻找
错误原因，并能根据错误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我反省：我错在哪里，
为什么出错？对于理解能力、反思能力较差的学生，我甚至会在
题目错处旁写上批注，说明过程与方法。 

（2）老师要善于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揣摩学生作业时
的心理，从而判断学生错误的真正原因。当设身处地的思考学生
为何这样做？以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学生作业中错误的价值，我们
就能找到学生犯错的根源，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对应的措施帮助
学生得到提高，从而让在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避免错误的再
次发生。 

（3）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老师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和
褒奖。学生不管成绩好坏，都有自己的优点，但只要我们善于去
挖掘学生的闪光点，给每个学生更多的肯定和赞美，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和习惯会令你刮目相看。 

2、提倡面批作业，这是一种有效的纠错途径。 
在传统批改作业的形式上,我们还可以尝试面批，虽然面批

作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效果是特别明显的。比如在刚
接触新概念或较难理解的知识点时，对于整体同学的作业以及后
期的订正都要面批，以指导获得知识的方法，弥补学习漏洞。针
对班级中订正习惯不好，缺少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认真反思的同
学，教师更须进行当面批改，并当面指导做题的方法，使其更明
确解题的过程，这样既能增进师生关系，又能强化他们对数学知
识的思考。 

3、培养学生做数学笔记的习惯。 
俗话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多，不仅给

学生的心理带来一定压力，而且使学生在学习中存在一定的“夹
生”或“认知遗误”等现象，所以，我重视学生的数学笔记习惯
的培养。在作业或测试中出现的错误，我一般会让学生及时在原
处订正纠错，这是常规的纠错方法。另外，我也会要求学生备有
一本课堂记录本，把平时很容易出错的典型的题目收入其中，并
注明错在哪里，找出原因，让学生养成平时有空翻一翻，知道自
己“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该怎么做”，使学生在纠错中不断进
步，不断提高。 

4、采用作业目录，是我加强作业完成与订正管理的一种有
效做法。 

在平时教学工作中，我更重视学生对书上习题的完成，那么
如何加强对作业本的管理呢？借鉴其他有经验的老师的做法，通
过长期培养良好习惯，学生作业本的首页都有作业目录。以下为
我的作业目录格式： 

日期 作业内容 整洁 得分 订正成绩 
我要求学生写清楚表格中的各项内容，批改时等级打得比较

细，以让学生明确自己完成作业的质量如何。学生拿到批改完成
的作业，会在目录上填上作业成绩。在完成新作业时，上次错题
中已订正的将会被二次批改，如果订正正确，我会给学生个漂亮
的Ａ+。但如果作业经过一次订正还错或不完全正确，还要第二
次订正，甚至第三次，直至订正完全没有问题为止。作业目录的
推广实施，不仅对作业完成起到很好的督促作用，对纠错也起到
了很好的提醒作用。 

5、在作业批改中，我经常采用激励性语言对学生进行鼓励
或提醒，使学生感受到老师无时无刻都在关注自己。 

当学生的作业质量有提高时，一句“加油，你越来越棒了！”
让学生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差，我也能做好的；当学生的作业质
量下降时，一句“你学习好像遇到困难了哦！”让学生经历此时
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当学生对部分习题感觉困难时，我又允许让
学生说出“老师，这道题我实在不会做，请原谅！”既体现出一
种人文思想，更体现了对不同学生学习层次的不同要求、区别对
待、因人而异的思想。 

三、学生的作业出错，这与是否养成认真完成作业的习惯是
很大关系的，这一习惯的养成对于学生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也有
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在练习或作
业中出现错误并不是完全因为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牢固引起的，
而是由于作业习惯不好。因此，我着手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1、端正学生的作业态度，提出按时、认真、独立完成的基
本要求。2、布置数学作业时要求学生书写格式要规范，首先阿
拉伯数字和符号的书写要规范，递等式、方程等须按格式去写，
就连竖式计算时也要注意数位对齐、等号线要写直。3、教会学
生读题、审题的基本方法。例如：计算题要求学生读题，看清运
算符号，分析计算数据，再确定运算顺序，动笔演算，这看起来
仅仅是一种计算习惯的培养，实际上同时包含了思维的条理性和
灵活性的训练。 

学生每碰到错误都会说：“老师我太粗心了。”在数学学习中
谁没有粗心过呢？我们教师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粗心也即责任
心不强，思维的品质有问题。在培养学生责任心的过程中，教师
光靠说教是行不通的，要靠平日里点点滴滴习惯的培养。通过耐
心引导，长期的训练，严格的约束，学生的习惯定会更好，存在
的问题定会减少。 

总之，防止和纠正小学生数学学习中的错误是一项长期、细
致的工作，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精神认真对待，那么，
“预防”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治”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让
我们好好努力，和学生们一起在纠错中提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