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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建立高中化学错题本的步骤，提出按错因对错题进行分类。将高中化学习题的错因分为三类——

知识错误、方法错误、实验类错误。以问题串的形式分类论述了三类错题具体的反思步骤，以期帮助学生举一反三，

避开“题海战术”，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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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建立错题本能够帮助学生
加深对知识点尤其是难点的理解、防止知识环节的
脱节、改变学习方式引导自主探究、更可以避免做
大量新题，让学生有针对性的进行巩固复习以提高
学习效率。[1] 但到实际应用时，错题本的作用却没
有想象中那么神乎其神。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虽然普遍认可错题本能够帮他
们提高学习成绩，应该认真修订错题，但错题的记
录策略和错题本的管理上差强人意。[2] 大部分学生
的错题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错题和正确答案。最
重要的反思记录很少在错题本上看到，这样的错题
本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

关于错题本的建立，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毕
晓昀 [2] 详细论述了如何进行错题备注。符爱琴 [1] 调
查了学生管理错题本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
议。束长剑 [3] 分析了错题集使用的误区及学生错题
反思不到位的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这些研
究都没有具体论述反思错题的步骤，学生的操作性
不强。因此考虑到这个研究不足，笔者对高中化学
试题错三类错因即“知识错误”、“方法错误”、“实
验类错误”设计了相对应的反思问题，以期能够为
广大一线教师和学生提供参考。

二   错题本的建立

（一）   错解原因分析

当出现错解的时候，首先需要分析这次错解是
否由非智力因素导致的。由非智力因素导致的错解
我们在进行错解归因时通常会有“审题不清”、“看
漏 / 错 了 ......”、“ 算 错 了 ......” 等 表 述。[2] 而 如 果

是因为知识没掌握、方法问题导致的错解，我们在
进行归因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知道 ......”、“混淆
了 ......”、“记不清 ......”、“忆不起 ......”等字眼。当
出现非智力因素导致错解时，学生很有可能一阵懊
恼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偶然中存在必然，这
些粗心很可能会是自身的读写习惯导致的，譬如阅
读时习惯走马观花、打草稿时字迹潦草等。为了尽
量规避这类错误，读题时可以用笔画出题干中重要
信息。在草稿纸上演算时，注意字迹清晰，演算后
圈出计算过程，可以方便后面进行查错。

（二）   错题分类、摘录

错题分类摘录有助于提高利用错题本的效率。
然而化学试题的一道题的前后两问可能考查两个完
全不相关的知识点，如果在这里分类得过细只会给
自己徒增困扰，不知该放入哪一类。笔者试过多种
分类方法对错题进行分类，相较之下按照错解原因
分类比较可行。能够便于考试前进行针对性巩固也
因为把同一类型错因化为一类，所以学生不需要在
知识、方法、实验探究之间来回跳跃，认知负荷相
对较小。

对于化学试题来说，错解的原因大致能够分为
三类：知识性错误、方法性错误、实验类错误。知识
错误又可以根据化学试题所涉及的知识类型分为元素
及其化合物、电化学、热化学、化学平衡、物质的结
构与性质、化学反应原理、有机化学等。方法错误可
以根据方法类型再分为化学计算、化学推理、化学分
析、化学判断。实验类错误可以根据实验过程再分为
实验原理、实验设计、仪器连接、试剂选择、方案评
价等。为了更有针对性，将错题按照错因分为三类摘
录之后，不妨小小备注一下具体类别。一来有助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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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错题反思时定位问题核心，二来后期利用错题本进
行针对性巩固时会更加有效率。

（三）   错题反思与备注

反思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在反思
中进一步理解题目、收获新知，避免相似错误是建
立错题本的最终目的。可是有些时候错解的根本原
因不一定能够被探查得知，比如知识理解性错误。
这一类错误学生自己不容易意识到，而教师除非与
学生进行细致的对话否则也很难从其平时的练习和
考试中发觉学生存在这类错误。譬如，有同学认为
只有不溶于水的才是沉淀，没有意识到沉淀的判断
需要结合其所处的溶液体系思考，就属于对沉淀的
理解错误。为了能够查找出这类隐秘错误，在错题
本上记录下自己错解时的思考过程是必要的也应该
是第一步。描述完自己错解时的思维过程后，具体
分析自己是因为哪些原因导致错解，之后才是以达
到举一反三为目的对错题进行系统反思。

知识性错误大致能够分为三类情况，不能准确
回忆知识点、知识点混淆、知识关联困难、知识理
解错误。由于试题通常只是涉及了特定知识体系的
某—方面，甚至只是某个方面的某一小点。考虑到化
学知识之间较强的关联性和主题性，如果我们反思只
专注于试题考查的那一点，那么下一次试题换个方向
考查这个知识点，我们的错题本上很有可能又会添上
一笔。因此对待这类错题需要要对知识点进行“围
攻”策略，故笔者设计三个问题：“这属于哪个知识
主题？”——确定考查的中心内容，“这个知识主题
包括哪些方面”——确定需要关联的主要知识点、“它
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梳理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层层递进，避免反复摘录同一知识主题下不同考查方
向的试题，无意义地增加错题本厚度。

方 法 性 错 误 或 是 不 知 道 解 题 思 路 或 是 被 陌 生
情境干扰不能熟练迁移方法导致不能成功解题。前
者 是 不 理 解 相 应 解 题 步 骤 的 含 义， 不 能 将 试 题 中
的化学反应过程、化学式量关系匹配上相应的解题
步骤。后者是不能剥离出问题的核心。因此，笔者
设 计 了 以 下 四 个 问 题：“ 具 体 的 解 题 步 骤？” ——
从大段的试题解析中提取解题步骤、“解题的依据
是？”——理解为什么能够这么解题、“每一步的具
体作用？”——确定每步步骤所启到的功能、“问题
本质是？”——剥离题干中无关的信息，剥离出问题
的核心。环环相扣，以帮助学生拨开迷雾，理清思路，
把握问题内核。

实验是化学学科的基础，化学实验题分选择题
和综合题。选择题通常是实验装置、实验操作与实
验目的匹配题。综合题则充分体现了“宽基础、厚
实践、重能力”的特色，其提问类型包括：“化学式

/ 化学、离子方程式 / 仪器名称是？”“主要成分 / 含
量最多的 / 系数比是？”、“目的 / 原因 / 作用是？”、“试
验方案的优、缺点是？”等，主要为实验流程分析和
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的化学计算。笔者根据实验题的
设问特征，设计了四个反思问题，“实验目的、原理
是？”——确定提问围绕的中心、“实验仪器、药品
选择的依据？”——根据实验目的和原理对仪器、药
品进行选择、“实验装置如何运作的？”——理解各
装置连接的意义及如何运作实现实验目的、“这套实
验方案的优劣如何？”——从细节回归整体评价实验
装置。

以下是甲、乙两位同学的错题反思与备注。
[ 原题摘录 2] 将铝片放入足量的下列溶液中，

溶液的质量减少的是（ ）
A.稀盐酸  B.氢氧化钾溶液  C.硫酸铜溶液  D.食

盐水
[ 正确答案 ] C
甲同学的错题备注：
[ 错误答案 ] A
[ 解题困惑 ] 反应前后溶液变了，不会比较 ...... 不

过投入盐酸中会有氢气产生，溶液质量应该减少了。
[ 错题分类 ] 方法问题、化学计算。
[ 提取解题步骤 ] 1、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找

出反应前后各物质质量关系）；2、找出体系中溶解
的物质和析出的物质（分析哪些进入了溶液哪些从
溶液中析出）；3、设投入铝的物质的量为 1mol，计
算生成的沉淀和气体的物质的量（设特殊值，根据
系数比等于物质的量之比判断反应前后质量变化）；
4、运用公式 m=n/M，将物质的量转化为质量（单位
换算）；4、(m 溶解的质量 -m 沉淀质量 -m 气体质量 ) ＞ 0，溶液
质量增加；＜ 0，溶液质量减少，＝ 0，溶液质量不变。

（进入溶液中物质的质量减去从溶液中析出的物质的
质量即溶液变化的质量）

[ 解题依据 ] 质量守恒定律。
[ 问题本质 ] 判断反应前后溶液质量的变化。
点评：甲同学将自己错解的原因归为方法类问

题。然而甲同学选择 A 的理由是，铝与稀盐酸反应
会释放氢气，从而判断溶液质量减少。但 B 选项，
铝片与氢氧化钾反应同样也会释放出氢气。因此甲
同学可能不仅存在方法问题，还存在知识问题。

乙同学的错题反思：
[ 错误答案 ]B
[ 解题困惑 ] 铝片和氢氧化钾反应是生成氢氧化

铝，氢氧化铝是沉淀。和稀盐酸反应是生成氢气。
和硫酸铜反应是生成铜，和盐水不会发生反应。这
些质量最大的是氢氧化铝，应该选 B。

[ 错题分类 ] 知识问题、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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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记录 ] 铝、氧化铝、氢氧化铝都有两性，
既能跟强酸反应也能跟强碱反应（知识框架图如 1
所示）。铝单质与强酸、强碱反应都会产生氢气，其
中铝单质和强酸反应生成相应的铝盐，和强碱反应
会生成相应的偏铝酸盐。（2Al+6HCl=2AlCl3+3H2 ↑ ;
2Al+2NaOH+2H2O=2NaAlO2+3H2 ↑）

图 1  铝元素知识框架图

[ 解题依据 ] 质量守恒定律。
[ 问题本质 ] 化学反应前后溶液质量的变化。
点评：乙同学将自己的问题归纳为知识问题，

详细整理了以铝元素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但是，从
乙同学的错解思路来看，乙同学做着做着题目思考
方向就偏了。题目问的是溶液质量减少的是，而乙
同学错误理解成，析出的物质质量最大的溶液质量
减少得最多，这明显出现了理解性错误。其次乙同
学在计算析出产物的质量的时候也出现了计算错误，
是单纯粗心还是没有考虑化学方程式系数，直接比
较了氢气、氢氧化铝、铜的摩尔质量就无从得知了。

三   教师管理

从上述两位同学的反思备注来看，学生在进行
错题反思时受惯性思维、知识面的影响，思考并不
全面或者反思的过程存在错误。而笔者调查中发现，
这种情况其实比较普遍存在的，甚至有些同学在进
行备注的时候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因此建立错
题本如果单靠学生一方面努力是难以达到良好效果。
要想让错题本更好地纠正学生错误，发挥出应有的
效果，还需要教师的管理与监督。

首先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错题集的重要性。[4,5]

练习中犯下的错误反映了学生知识和思维的盲点。

只有正确认识错误、分析原因，才能吃一堑、长一智，
从而查漏补缺有所提高。但事实上很多学生并不能
认识到这一点，或是不愿意面对错题。甚至不少的
学生认为做错的题只需订正就可以了，没必要专门
搞个错题集。因此教师需要纠正学生对错题集错误
的认识，避免学生把建立错题本看作应付老师检查
的任务草草完成了事，失去了建立错题本的初衷。

其次在平时习题课教学中，教师需要通过规范
的解题过程，培养学生准确的表达能 [6]，最好师生
就一些重要表述达成共识。一来避免在错题反思过
程中学生对同一个步骤提取出现过多的表达方式，
增加教师批阅的工作量。二来避免学生表达含糊或
者模棱两可，出现教师误解，学生一头雾水的情况，
给师生双方都徒增困扰。

再者，教师需要定期对学生的错题本进行检查。
发现学生的错题本上出现备注不当的情况时需要及
时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捕捉学生思维中的误区进
行纠正，并在纠正之后督促学生做相类似的习题进
行巩固。

最后，随着记录的错题越来越多，错题本越来
越厚，一些学习缺乏计划性的学生在翻看错题本的
时候会越来越觉得无从下手。因此，教师需要在一
个主题的学习结束后指导学生对错题本进行二次备
注。[7] 指导学生将还未来得及巩固强化的错题、巩
固强化过仍然不能解决的错题用彩笔进行标记并排
入接下来的错题巩固计划中，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学
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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