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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错误资源，提升学习效率利用错误资源，提升学习效率
———初中数学教学中错题本的价值与利用

◎罗广发生 ( 江西省于都县第二中学，江西 赣州 342300)

【摘要】错误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学习过程中的错
误资源，如果能够加以充分重视和深入挖掘，则有利于学生
巩固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本文将对初中数学教学中错题资
源的开发和错题本的利用展开探究，希望能够对提升学生
学习效率有些许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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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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初中数学错题本的价值
建立错题本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错题本

是错误的汇总，将错误汇聚在一起，学生比较容易从中看出
错误的规律性． 比如，有的学生知识掌握比较牢固，但是仍
然总出错，在其将错题一一记录到错题本上之后，发现自己
出错的题目都是审题不清以及计算马虎所致． 这样一来，学
生就能够在后面的学习中注意审题和计算环节． 另外，一个
错误实际就是一个盲点，能够体现出学生某个方面的欠缺．
比如，有的错题是因为定义掌握不牢固，有的错题是因为概
念混淆，发现欠缺之后，学生及时查漏补缺，发现自己的盲
点，就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提升．

二、如何引导初中生建立和利用错题本
( 一) 引导初中生建立错题本
从错题本的作用来看，其并非仅仅是要求学生将以往

出过错误的习题简单地誊写在本子上，而是要在将错题罗
列出来之后，将每一道题出错的原因加以详细地分析和指
出，同时将避免再次出错的要点详细地记录下来． 可以说，
在借助错题本实现对错题的集合之后，将帮助学生实现对
错题现象的有效规避． 考虑到初中生往往承担着较为繁重
的作业压力，因此，在处理一些题干较长的错题时，教师可
以允许学生采取复印的方式，将错题题干复印下来，其后将
之粘在本子上，并对其出错原因加以分析和指出，还有就是
将正确的解题要点加以列明，这样一来，既能够让学生实现
对错题的高效归纳，同时也为学生节省了错题的誊写时间．

另外就是，初中数学教师应当要求学生在其错题本中
对错题出错类型进行归类，以便学生在运用错题本进行复
习时能够有据可循，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因为应用数学
概念不当而产生的错题归为一类，将因为对题目理解出错
而产生的错题归为一类，这样，将使学生在对错题出错原因
进行回顾时能够更有条理、更有层次．

( 二) 引导初中生利用错题本
1． 借助错题，帮助学生实现数学知识结构的完善
部分初中生因为在此前的求学中未能形成好的学习习

惯，也未能掌握正确的数学知识学习方法，从而造成了其数
学知识掌握程度较差的情况． 因此，初中数学教师要善于借
助错题，帮助学生实现数学知识结构的完善，也就是说，初
中数学教师在学生出现错题时，要将之视为帮助学生实现
数学素养提高的切入点，借助对错题的分析，帮助学生实现
对数学知识的消化与理解．

2． 借助变式练习的方式，帮助 学 生 改 变 错 误 的 解 题
思维

初中数学教师不应当满足于为学生讲解和传授数学知
识，还应当借助变式练习的方式帮助学生改变错误的解题
思维，以便让学生具备足够的数学知识实践应用能力．

例如，初中数学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平方根这部分知识
内容时，便应当组织学生进行变式练习，具体而言，初中数
学教师应当为学生布置同一种类型的习题，借助此种方式
使学生通过解题达成对平方根相关知识点的消化、理解． 同
时，初中数学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结合平方根知识内容自
行设计习题，并让学生彼此完成其他同学所设计的习题，这
样将帮助学生实现共同提高，同时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学生实现对错误解题思维的避免．

( 三) 同学之间进行错题本的交流
每名学生的错题本上都是不同的，都有其自身的特色，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之间进行错题本的
交流与互换． 这样一来，学生能够看看别的同学错误的原因
以及纠正错题的方法． 有很多同学都在错题本上写出了好
几种解题方法，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看一看那种方法是不曾
想到的，拓展自己做题的思路．

比如，一名学生的错题本上记录了一个题目:
已知 | a － 3 | = 3 － a，当 a 为何整数时，方程组 3x － 6y =

15x － 11y = a 的解都是负数?
此题的错因就是学生思路混乱，不能确定正确的解题

策略． 当他与另外一名学生互换错题本的时候，另外一名学
生为他指明了解题策略: 先求出关于 x，y 的方程组的解，再
转化成关于 a 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而在他们的交流中，错
题不仅得到了交流，也得到了深化，后面再遇到类似的题目
时，两名学生都答对了．

( 四) 养成翻阅错题本的良好习惯
初中数学教师应当定期组织班级学生对错题本中的错

题进行回顾，以便借助这一方式使学生能够对这些错题的
成因了然于心，进而避免再次犯下类似的解题错误． 坚持这
种做法，将会让学生出现错题的概率大幅降低．

三、结 语
以上，我们对初中数学教学中的错题本价值及利用展

开了探究． 错误并不是可怕的，相反，它是美丽的，是真实
的，我们作为教师，要善待学生，善待错误，巧用错误查漏补
缺，将“错题”作为一个载体，解剖它、研究它、转化它，教师
能用好“错误资源”，适当地加以改变，课堂上适时地加以运
用，教学中常讲常错的题目，让错题成为引导学生进行再度
探究的学习资源，将“错误资源”变为数学教学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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