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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过的还是错，做过的还不会”，很

多数学老师都会有这样的抱怨。反复错

误，屡教不会令数学老师头疼不已，同

时也是学生和家长最渴望解决的学习数

学的问题。我觉得，产生这问题背后很大

的原因，是因为多数教师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忽视了数学作业错题“纠正”及“反

馈”的重要性，出现许多“重结果，不重过

程”的现象。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下教学，自

然会导致“优生不优、差生更差”的局

面，形成“教”与“学”的恶性循环。

本文笔者将根据自身在作业评价与

辅导中的实践，具体针对笔者采取的纠错

策略的收获进行梳理归纳，对此作些粗

浅的探讨。

一、分析现状

为了了解学生“纠错”效率低下的原

因，笔者通过一段时间对自己任教两班全

体学生作业的观察发现，学生对待作业

纠错的态度以及做法，大致可以分为这样

几类：

1．重新解题型：大部分学生在纠错

时，不是先分析自身的错因及错误点，而

是直接把原题当作“新题”再重新做一

遍。

2．重复犯错型：部分学生在纠错中

求快不求对，看到红“×”就匆忙订正，往

往一遍两遍都不对，越做越急，越错越

慌，直至三四遍才能完成。

3．偷工减料型：个别学生在完成填空

题和选择题的纠错过程中，直接从老师

的讲解或学生口中听个答案，填上就敷衍

了事。

4．抄袭应付型：极个别学生还会通

过抄袭的方式完成纠错，不但影响自己

对知识的掌握，还影响了班级的学风。

5．拖延不做型：还有极个别学生拿到

自己练习后不及时纠错，甚至有不完成现

象。

二、学生错因分析

要制定学生纠错策略，首先要从学生

错因分析开始着手，笔者通过对部分学

生典型错误的分析，在教研组内与其他

教师进行了交流，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几

点：

1、数学知识不够扎实

主要表现在概念模糊、知识不系

统、计算能力较差等，这些问题在学生的

数学作业中体现比较多。

如六（下）“一元一次方程与解法”的

练习中，学生针对“        ”的计算出现了如

下错误：

错误1：       。
分析：此类学生在系数化1时，在“除

以系数”或“乘以系数的倒数”两者中产

生了混乱，出现了“乘以系数”或“除以系

数的倒数”的情况。

错误2：       。
分析：此类学生混淆了“系数化1”和

“移项”的概念，在等号右边减“   ”，出现

错误。

错误3：       。
分析：从数值上来讲，此类学生并未

算错。但是，从答题规范性来看，要养成学

生约分、化简的习惯。因此，还是在答题旁

进行了一定的标注，要求学生订正。

2、逻辑思维比较差

主要表现在学生的思维定式，审题不

清，解题思路过于狭窄，新的数学知识很

难运用到做题过程中，最终导致错误。

如“3.2比的基本性质”第二课时配套

练习中一题：

“化简下列比：15分钟：1.5小时：1小
时15分钟”

经过统计，错误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类：“15分钟：1.5小时：1小时15分钟=0.15
小时:1.5小时:1.15小时=3:30:23”或：“15分
钟：1.5小时：1小时15分钟=15分钟:150分
钟:115分钟=3:30:23”

分析：此类学生不能有效地将“1小
时=60分钟”的概念应用到时间单位的转

化中，想当然地认为是100进制，导致了此

类错误的发生。

3、生活经验的不足

由于现在学习压力大，因此学生接触

外界事物的机会和思考机会都较少，导致

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是，出现了让人啼笑

皆非的答案。

如“2.9分数运算的应用”第一课时

配套练习中有一题：

“一件衣服因季节关系打折，以原价

  的出售，现售价为60元，求原价（精确到

0.01元）。”

错误主要为“                       ”、
“                         ”、“                       ”
三种情况。细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学生

出现此类错误的主要原因还是生活经验

的缺失，不理解“打折”的具体含义，闹出

了“折后价”大于“原价”的笑话。并且不清

楚打折的“等量关系”，甚至还出现了“价

格”与“折扣”的加减运算。

三、具体措施与效果

经过对学生常见错误的分析，笔者

通过查阅文献、教研组交流，确定了几个

针对不同原因的不同方法进行实践操

作，并选取几条比较有效的进行整理归

纳，主要如下：

1、注重学生自主思考的过程，将错误

扼杀在萌芽中

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

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但长

期以来，许多数学教师只是从认知角度出

发，将数学学习看成是一个由知识点、公

式、概念、定理、练习等内容构成的认知

过程，急于求成、以练代想的心态导致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反复讲解，学生被动接

受，导致学生逐渐失去了自主学习，自由思

考的仪式和能力。

因此，我们应注重学生自主思考的过

程，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学生

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

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

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

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

验。充分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和学生的思

考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学生的错

误失去生根发芽的土壤，减少错误的发

生。

2、重视错题的价值，珍惜每一次错

误带来的成长

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的错误并非毫无

价值、一无是处。实际上，如果细细观察

每一个错误的背后，我们会发现很多有价

值的闪光点。

于学生而言，帮助他们为后续的学习

扫清知识上的盲点。数学知识，具有较强

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环环相扣，学生只有

一个一个知识点掌握好了，才能正确地迁

移到新知识的学习。每一次错误就如他们

学习大道上的一个个绊脚石，尽管摔跤会

疼，但是爬起来的成长更能让他们体会

快乐。帮助学生养成自主纠错的学习习惯

就是让他们体会学习进步的快乐。于教师

而言，学生的错误就是在教学中的失误和

遗漏，对学生错误的分析和反思，可以有

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改进自身的课

堂，降低学生犯错的几率。

3、定期整理错题，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除了及时对于练习中的错误进行纠

正外，我还要求每一名学生准备一本错题

集，将典型的、易错的、多次发生的错题

进行整理归纳，记录在本子上。

原则上，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错

的题目都应当及时记录下来，一是便于及

时纠正错误，二是也有利于进一步总结反

思。但出于学习时间限制及学生的个体差

异，可以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

择典型错误或自己思维定式的错误记录

部分错题。一般每个错题要有题干、原始

答案、错因分析和正确答案，并且用不同

颜色的笔书写，便于以后复习翻阅。

为了提高他们的兴趣，我还花了一个

课时，帮助他们设计错题集的封面和书

名，有《鞭策集》、《反思册》、《回望录》

等，在枯燥的数学中融入了文学味道。

4、鼓励积极纠错，提高学生纠错积

极性

为了提高学生对于错题价值的认

识，培养良好的纠错习惯和自主的学习能

力，我每周检查错题本，对于质量高的学

生采取了口头表扬、班级群消息发布、家

校联系、物质鼓励等多种方式。尤其重视

对于学困生的鼓励，因为他们成绩很难

在班中名列前茅，尽管每次考试学校会针

对进步大的学生进行表彰，但是数量屈

指可数，促进效果也不明显。而他们只要

高质量地完成错题本，就很容易得到老

师的鼓励和表扬。因此也提高了班级整

体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

5、及时进行反馈练习，巩固“纠

错”成果

笔者和学生一样，也自备了一本错题

本，用于记录学生的错误，并每周进行一

次练习，题目主要就源于这本本子。通过

一定的改编，题目增加了灵活性，但难度

未必增加。利用这样的反馈练习，一方面

检验了学生的纠错成果，并进行了巩固；另

一方面，指导了教师下一步的教学，提高

了备课、上课的有效性。通过这样的积

累，可以快速地提升一名教师的专业能力

和教学实效。

四、结束语：

错题策略的研究应该是教师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学生学习的衍生

物，是一个潜移默化、积少成多的学习过

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数学错题之于数

学学习的影响、体会错题的价值，形成良

好的错题“纠正-反馈”策略，形成适合自

身的数学错题管理机制，除了对自身的数

学学习提供一定的帮助。还能减轻“教”与

“学”的压力，提高教学有效性，使错题的

价值在教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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