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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典型“易错题”的分析及对策
胡　华

湖北省南漳县东巩镇东巩初级中学　湖北　漳县　441528

摘　要：一直以来，易错题都是困扰着数学教师与学生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初中阶段 .加强对典型“易错题”的成因分析，并
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善至关重要。对此，教师可重点探讨初中数学中典型“易错题”的成因及解决对策。关键词：初

中数学；易错题；分析及对策在日常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重点练习那些容易暴露学生思路混乱、思维不缜密、态度不严

谨等问题的习题，从根本上让学生在解答“易错题”时不出错，从而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思考、学习习惯，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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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再三强调之后，
学生做题仍然会出错，改错后，下次考试遇到类似的题目，
还是会照错不误。这令教师十分头疼，也是阻碍学习效率提
升的关键。很多教师都会要求学生建立错题本，错题本的建
立和使用非常有助于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

一、初中数学典型“易错题”成因分析
（一）过分关注解题，忽视掌握概念
受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很多初中生在学习数学时，仅

仅以解题为目的，只要会计算、会解答题目就是学好了数学。
同时，由于数学概念具有抽象性，很多学生没有意识到概念
的重要性，在学习时敷衍了事，甚至产生厌烦、抵触心理，
觉得概念学习不重要，导致概念没有理解和掌握好，最终降
低学习质量。
（二）只看见明显条件，忽视隐性条件。
大部分初中生面对数学问题时，多只会看见题干中的明显

条件，不会去深入挖掘题干中隐含的条件，尤其是面对综合性
强的数学题时，由于考虑问题缺乏全面性、严密性，导致解答
错误。如，解答二次函数和二次方程相关问题时，部分学生会
忽视隐含的定点位置、△≥ 0等条件，导致解答错误。
（三）解题存在想当然性，忽视题设的实际意义
一些学生根据自己过去的解题经验，会不自觉地把某个

自己默认的条件附加到现在的题目上，或者把一些在特殊条
件下得出的结论作为解题已知条件，或者一些学生想当然地
制造一些根本不符合本题实际的条件当做已知条件，最终导
致解题错误。如，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性质，学生在运
用这一性质时，往往忽视了等腰三角形这一隐含条件。

二、破解初中数学“易错题”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前期干预
数学教师要知道，人们都有“先入为主”的心理。因此，

要加强对易错题的前期干预，在讲解相关知识点时，教师就
要正确预判可能出现的错误解题思路和方法，从而加强学生
对相关概念的理解掌握，防止后期学生出现同样的错误。如，
在学习“互余互补”知识点时，学生容易混淆概念，教师要
带领学生深入分析二者差异，尤其在进行课后练习时，叮嘱
学生不要出现某些错误，从而有效降低出错率。
（二）加强现场跟进
教师要提前掌握学生在课堂练习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加

强课堂跟进，及时发现学生出现的错误，并及时指导分析，
帮助学生现场改正。同时，教师要事先学习初中数学新课程
标准的具体要求，坚持讲练结合的原则来对待学生出现的易
错题，让学生在听讲和练习中进行记忆、理解和掌握，从而
学好数学。

（三）加强课后总结
教师要及时对学生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课后总结，尤其

要善于总结出典型的错误，客观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值得
一提的是，教师要结合易错题的实际特征进行反思，以用于
今后的教学中，防止后面的学生再出现同样的错误。教师还
要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自我学习总结，让学生在不断总结中
树立良好的解题思路，提高解题能力。
（四）加强对典型例题的使用
学生出错的原因有很多，或因为没有理解相关概念，或

因为缺乏知识迁移能力，或因为粗心大意。因此，教师在教
学准备阶段，应深入学生群体，掌握学生实际情况，深入分
析教材内容，深度剖析学生出现的典型错误，找到原因，并
及时归纳总结学生最容易犯的错误，并将这些易错题制作成
范例，安排专门的一节课来重点讲解，让学生自己找到纠错
方法，反思犯错的原因。教师应注重传授给学生正确的解题
方法、数学方法，而不应简单地传递答案，要让学生真正找
到错误的原因，并汲取教训，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
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
（五）加强分类对比
教师作为教学的指导者、参与者，应认识到每个学生的

学习能力、学习基础都存在差异，且每个学生所掌握知识的
深度与广度都有区别。不同的学生，思维与解题习惯都有所
不同，出现错误的原因也不同。由此可见，每讲解完一个章
节知识点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概念、计算以及应用等方
式来实现对错题的分类，正确找到自己出现错误的原因。如
此一来，学生记录下了不同错误原因的典型例题，并写出详
细的分析过程，从而真正引导学生去反思、去总结，有效巩
固了所学知识。这种查缺补漏的方法有利于学生加强对薄弱
知识点的学习，从而有效提升学习效果，提高学习能力。

三、结语
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易错问题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价

值和运用。错误并不可怕，相反，它们是美丽和真实的。作为
教师，我们应该善待学生，用错误来发现和填补空白。我们应
该以“错题”为载体，对其进行剖析、研究和转化。教师可以充
分利用“错误资源”，做出适当的改变，并在课堂上及时加以利
用。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谈论错题，让错题成为学习资源，引
导学生重新探索，让“错题”成为数学教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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