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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力培养的数学错题本使用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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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的学习是一个过程，纠错应成为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一个良好契机。错题本在数学学习中就是一个很有

效的工具，对于提高学生数学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文章结合教学实践，对数学错题本的使用策略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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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错误是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出现表明了学
生知识体系出现了漏洞，整理错题就是整理学生的知识漏洞。
学生通过解决错题本中的问题，可以提高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促进数学思维的发展。错题资源是较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可
以反馈教师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进
行改进。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对数学错题本的使用策略进行探析。

一、精挑细选，夯实学生学习基础
数学教学会通过很多道题目巩固同一个知识点，因此在设

置数学错题本的时候，没必要将错题全部纳入，而要将它们进
行归类，选取一些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题目。这样，在错题本上
既能够充分囊括所学习的知识点，又不会让学生看起来很烦
琐。这样的设置不仅能让学生准确地理解数学知识，不容易混
淆，还能更好地记忆数学知识点。对于这样的设置，学生会很感
兴趣，在逐渐积累过程中，使数学基础得到有效夯实。

例如，在教学“归一”问题时，教师没有必要让学生在错题
本上收录大量的该类题目，只需要收录一个有代表性和针对性
的题目，并附上相对应的解题思路就可以了。如可以设置这样
的问题：小明要买 20支铅笔，他从文具店阿姨那里了解到买 5
支铅笔需要 1元，那他买 20支铅笔要准备多少钱呢？在问题旁
边可以附上解题思路，需要先求出 1支铅笔多少钱，再求出 20
支铅笔多少钱。学生根据这样的解题思路可以很快地写出算式，
通过这一个题目就能够很好地巩固“归一”问题的相关知识。

二、引导学生深入分析错题原因，自主思考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犯错很正常，教师不能一味地责怪学

生，要以错题为切入点，积极启发学生自主思考，找出做错题的
原因，是没有理解相对应的数学知识，用错了公式，还是自己看
错了题中的数字。在学生找出原因后，要引导他们思考新的解
题思路，找到正确的解题方法，自主改正错题。第一，认真检查，
在发现他们的解答有问题的时候，教师先自己查看一下具体的
错误原因，但不告诉学生错在哪里，而是指出有错误的地方，让
学生自己分析做错的原因在哪里。例如，在“小数的乘除法”这
一章节的教学中，教师发现小明在计算“1.12乘以 7.9再除以
1.4等于多少”时，点错了小数点，便指出他这道题做错了，并让
小明自己分析错在哪里。小明通过分析，指出自己错在因为马
虎点错了小数点。教师提醒小明，今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学

习要认真。第二，引导学生正确分析解题思路。在发现学生的解
题思路有问题时，教师不要直接告诉学生正确的解题思路，而
要让他们在对比中分析正确的解题思路，从而夯实数学基础。
例如，在“四则混合运算”的教学中，教师在发现学生计算顺序
出错时，不要直接告诉学生，而要让他们回忆一下四则混合运
算的顺序，明确这道题都涉及哪些运算，应该先算什么。在明确
这些内容之后，教师再让学生具体运算一遍，并与原来错误的
计算进行对比，以加深印象，防止今后再出现这种错误现象。第
三，引导学生自主改正错题。在发现学生解题错误时，教师不要
直接告诉学生如何改正，而要让他们自己分析，自己改正。这
样，能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使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三、有效地跟进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知识的学习具有阶段性，需要不断巩固，只有跟进复习，才

能够形成长久记忆，并内化为解题能力。有效的跟进复习，是指
将错题按照知识点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类，分阶段、分目的地进
行复习。在学习中，复习巩固环节很重要，如果不重视复习巩固
环节，学生课上学到的知识就会慢慢遗忘。学生如果对相关知
识掌握不扎实，解题能力就得不到提高，也不能形成相关的数
学思维。例如，在“圆的面积”教学中，教师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
帮助学生有效地跟进复习，以巩固所学知识。教师可以根据圆
的面积的求法，设置三个层次的问题，让学生整理在错题本上。
低级层次的问题：已知圆的半径为 5cm，求圆的面积；中级层次
的问题：已知圆的直径为 5cm，求圆的面积；高级层次的问题：
已知圆的周长为 6.28cm，求圆的面积。教师可以将这三个层次
的问题布置给不同层次的学生，确保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巩固
所学知识，使学生的数学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对于数学思维比
较差的学生，教师可将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循序渐进地布置给他
们，逐渐提升他们的解题能力。

总之，教师要认真帮助学生设置错题本上的题目，增强题
目的针对性；要积极引导学生分析出错的原因，自主思考，找出
正确的解题思路；在知识点学完之后，要及时引导学生有效地
跟进复习，巩固所学知识，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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