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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经常做错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学生没有理解概念和规律，或者缺乏审题能力，以及想当然。提

出在教学中进行错题资源再利用的方法，即找出学生做错题的具体原因，对错题加以巧妙利用，以及在出题时科学地设置陷阱，以检查学生

是否彻底掌握了错题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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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做错题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也是非常正常

的教学情况。有些数学教师不重视错题的价值，对错题进行讲解后就抛到一

边，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合理利用错题，将错题整理编辑成册，有利

于在教师后续的教学工作中作为参考，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习题训练。 

1 错题产生的原因 

1.1 没有理解概念和规律 

小学数学的知识架构相对而言比较单一，多以概念、规律和一些联系

生活实际的基础性问题为主。小学生需要解答的数学问题，一般都是从这

些基础性的概念或者规律出发，围绕知识点进行题目设置。学生做错题，

是因为对知识点掌握不牢，对这些概念和规律没有理解透彻。只有学生充

分掌握了知识点，做到对知识点的深入理解，才能在做题时运用知识点解

答问题。如果只是死记硬背而不理解，那么就会重复出现错误。 

1.2 缺乏审题能力 

除了对知识点掌握的程度不高，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学生做错题，

那就是学生没有读懂题目。如果学生连题目中说了什么内容都不理解，

自然也就无从解起。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首先就要求学生要学会审题，

审清题目后，知道题目说了什么，要求解的问题是什么，才能对题目进

行下一步的分析，然后才能解答。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教导学生在审

题时分清逻辑关系，抓住题目重点，找出与问题有关的关键条件，只有

这样，才能明确审题，正确解答问题。 

1.3 读题潦草，做题想当然 

有些学生性格毛躁，做题马虎，在读题时常常不够认真，粗略读了

一遍题目以后就想当然地按照惯性思维进行解题。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容易被思维定势所影响，由既有的知识内容无意识地派生出不一定正确

的新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随时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对学生进行

及时有效的纠偏。 

2 错题资源的再利用方法 

2.1 找出错误原因 

数学教师在发现学生做错题以后，首先应该认识到学生做错题是必

然会发生的情况，不必为此焦急甚至是生气。小学生处于心理发展阶段，

对老师的情绪变化很敏感。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不利于师生之间建立

健康的教学关系，不仅会给学生学习造成困难，也会阻碍教学。教师应

该意识到，出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契机，要抓住这个契机，发现学生

学习中的薄弱点，目标明确地进行解决。教师应全面分析错题出现的原

因，研究是哪一个知识点没有被学生掌握。例如，在学习平方时，教师

在黑板上写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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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后，学生回答错误。这个时候老师不必急于纠正，而是应该进

行进一步引导，告诉学生，虽然看起来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3”，但是

这前后两个“3”代表的涵义却不同，第二个“3”代表的是立方。学生

就会领悟问题出在哪里，给出正确的答案。利用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错

题，可以作为对学生的提醒。 

2.2 巧妙利用错题 

在教学实践中，不仅要注意对错题进行纠正，还要对错题进行巧妙

地利用。尤其是以生活中的情景出题，让学生们发现自己的答案存在逻

辑上的错误。利用生活中的例子，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经常会用到的方法，

既联系了实际，使学生们体会到数学的应用意义，提升了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也可以用现实中的逻辑，使学生意识到在做数学题时必须要有

灵活性。例如，教师出了这样一道题： 

小明要去宠物店买圆珠笔，已知小明有 110 元钱，圆珠笔 6 元一支，

问：小明最多能买多少支圆珠笔？ 

学生在解答过程中会发现无法被整除，就会产生疑惑，认为自己算错

了，或者是老师出错题了。这时候，老师就应该引导学生，如果你是小明，

售货员会卖给你几支圆珠笔？经过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就会明白在解答

数学题时，不仅要做到运算准确，还应该联系实际情况进行解答。 

2.3 科学设置陷阱 

陷阱题也是学生经常会做错的题。小学生思想比较单纯，对于题目中

故意设置的陷阱，往往不能察觉，而是被陷阱引导，给出错误的答案。学

生出现这种错题情况，就要求教师加强陷阱题的训练，使学生明白陷阱的

原理，在做题时提高警惕，避免思路被陷阱带偏。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主

动加强对学生的陷阱题训练，使学生在解决数学题时更加敏锐。例如： 

小明家距离小强家 300 米，小强到小刚家 200 米，如果小明想去小

刚家，需要走多少米？ 

学生看到这道题后，往往会想当然地回答“500 米”，这时候老师就

要说明，三人的位置并不确定，所以答案有两个。 

综上所述，错题其实是一种非常有利用价值的资源。充分利用错题

集，可以帮助数学教师总结学生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了解容易对学生造

成误导的问题陷阱。对错题集进行充分而科学的再利用，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使小学数学教学工作得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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