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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提升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初中数学教师要重视错

题资源,并结合错题资源优化数学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为实现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奠定坚实的

基础. 基于此,文章立足错题资源应用经验,分析错题资源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有效应用的意义,从借

助错题资源合理设计教学目标、趣味导入教学内容、精准理解数学知识、科学设计作业任务、有效强

化课后复习等方面入手,分析借助错题资源优化课堂教学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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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错题资源,不仅仅是指学生在日常作业、课
堂练习、考试中存在的错误资源,也包括学生知识、
技能、方法、表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涵盖的范围

较广.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全面把握错题资源

的概念和内涵,全面重视对错题资源的利用,让学生

在出现错误、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和反思错误中深化

对特定数学知识与技能的再认识和再理解,从而有

效弥补学生数学学习的短板,培养其数学综合能力,
全面提升数学课堂教学质量.

１　 借助错题资源,合理设计教学目标

合理设计教学目标,是教师有效组织教学的先

导性环节,也是提升课堂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重

要一环[１] .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通过对教师课堂教

学目标定位的情况分析来看,存在教学目标设计针

对性不强、精准性不高等突出问题,影响课堂教学的

有效实施. 为此,教师要立足当前教学目标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积极强化错题资源分析,通过错题资源了

解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所在,并在此基础上

设计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哪里不会

学哪里,逐步提升数学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助力初中数学教学目标的高质量达成[２],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
例如,在学习“正数和负数”时,教师需认真研

究学生的错题分布情况,分析学生预习作业中哪一

类型题目的错误率最高,哪一类型题目作答的错误

率最低,并找到这些题目对应的具体知识点. 如学生

甲的判断题错误率较高,而该题型对应知识点是正

负数意义判断、正负数表示等内容. 据此,教师可在

教学目标设计中凸显该模块的内容. 如可以设计以

下目标:理解引入正负数的意义、掌握正负数的表示

方法等. 如学生乙的概念分析题解答不够理想,教师

则可以结合该情况制定教学目标:了解正负数的概

念、知道正负数表示的意义等. 此外,在教学目标的

设计中还要做到面向整体与兼顾差异,确保教学目

标的设计始终能够满足班级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在教学目标的正确指引下,逐步提升数学课堂教学

有效性[３],从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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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借助错题资源,趣味导入教学内容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课堂导入环节也是教师有

效开展教学的重要一环. 课堂导入是否生动有趣,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 教师

要充分认识到趣味性课堂导入的重要性,并积极展

示各种各样的错题资源,让学生了解自己出现的千

奇百怪的解题错误,进而在数学课堂教学伊始便

集中精力参与学习,促进数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逐

步提升. 例如,在学习“有理数的乘方”时,教师可

以对学生的预习题目作答情况进行细致分析,了
解学生预习题目中存在的问题、错解题目的分布

区域和错解的成因,并将这些成因进行汇总和归

纳,制作成对应的统计图[４] . 在本节课预习中,学
生的错解题目类型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这是教

师改进教学的依据.

图 １　 部分学生错解题目类型图

与此同时,教师要将学生错解中存在的“离谱”
情况进行汇总和归纳,为后续课堂导入提供素材支

撑. 在具体的导入实践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图

１,让学生清楚地了解整个班级学生的错解题目分布

情况,明确本节课学习的专注点与核心点. 之后,教
师可以借助微课视频为学生呈现题目解答中的各种

各样的错解. 如在微课中呈现表 １ 内容.
表 １　 不同学生题目错解情况

学生 错误内容

学生 １ 数字写错

学生 ２ 没有上标

学生 ３ 忘记写小数点

学生 ４ 数字 ７ 写成数字 １

　 　 观察表 １,让学生感知这些“离谱”的错解,以此

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之后,教师可借助思维导图展示具体的课程学习内

容,如了解乘方的概念、分析乘方的表示方法、掌握

科学计数法的表示方法、了解近似数的概念和求解

方法等,并运用五角星或者三角形分别标注学生课

堂学习的重难点,最终实现课堂的趣味导入,助力教

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３　 借助错题资源,精准理解数学知识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开展精准化的数学知识讲

解和教授,是教师借助错题资源优化数学教学的关

键与核心所在,也是进一步贯彻“因材施教”教学理

念、全面发展学生个性的基本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理解开展精准化教学的重要性,并积极引入

多样化的错题资源,对这些错题资源有选择性地进

行讲解,讲学生疑惑之处,分析学生错误所在. 与此

同时,教师可结合错题开展课堂精准练习,逐步提升

知识理解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促进数学课堂教学质

量的大幅提升.
例如,在学习“整式的加减”时,教师可以借助

错误资源进行精准化讲解. 其一,精准化讲解基本概

念中的易错点. 如,有学生认为分母中含有未知数的

式子属于单项式,这种常见的错误是单项式概念的

理解误区. 教师可以结合该错题讲解具体概念,借助

幻灯片呈现单项式的概念,并对其补充说明和案例

展示. 单项式属于整式,当分母中含有未知数时,其
便是分式,分式显然不是整式. 通过讲解能够深化学

生对具体概念的精准化学习和理解[５] .其二,精准化讲

解书写中的易错点. 很多学生在书写过程中往往存在

格式错误、书写不规范的问题. 如代数中出现乘法时,
很多学生在数与字母相乘的题目中用“ × ”代替“·”.
教师可以结合这类错误资源进行讲解,并在讲解中将

常见的错误进行归类和整理,如表 ２ 所示.以此帮助学

生查漏补缺,进而借助错题资源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

性、精准性,助力教学质量的提升.

４　 借助错题资源,科学设计作业任务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 完成高质量的

作业,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教学内容,提升课

堂教学效果,全面弥补学生学习薄弱环节. 在初中数

学教学中,教师要重视作业的优化设计,并积极引入

—５４—



错题资源,分析学生错误成因和学习的薄弱环节,为
学生设计可选择的作业任务,并给予学生有效的作

业指导,通过挖掘错题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培养其学科素养.

表 ２　 学生解题中常见错误

错误 正确 范例

易错 １ 数与数相乘用“·” 数与数相乘用“ × ” ５ × ３

易错 ２
数 与 字 母 相 乘 用

“ × ”

数 与 字 母 相 乘 用

“·”或者省略不写
３ｂ

易错 ３
代数式中出现除法,

写成 ÷ 形式

代数式中出现除法,

写成分数形式

３ｂ
２ａ

　 　 例如,在学习“从算式到方程”时,教师可以结

合错题进行作业设计. 如教师可以借助问卷调查、题
目测试、试卷分析及师生互动等多种方式,全面分析

和把握学生的易错点,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对应的作

业任务. 如班级中很多学生对方程概念理解不清晰,
教师可以设计关于方程概念的作业任务,包括填空

题、判断题、连线题、分析类题目等,让学生在作业过

程中有效弥补其学习的薄弱环节. 又比如,班级中很

多学生在“等式的性质”知识学习中出现错误,包括

性质判断出错、对化归数学思想运用不熟练等,教师

则可以结合具体情况,为学生设计对应的作业任务.
如设计关于性质判断或借助化归数学思想解方程的

作业题目,让学生结合这些具体的作业查漏补缺. 在
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一定的指

导,使作业真正发挥查漏补缺的作用[６] .

５　 借助错题资源,有效强化课后复习

在初中数学学习中,课后复习是帮助学生温故

知新,对数学知识点再学习和再认识的重要实现途

径.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重视课后复习,并结

合错题资源为学生串联知识点,以此进行有效复习

总结和归纳,从而全面提升复习的针对性、灵活性和

有效性,为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和数学

学科素养创造良好的条件[７] .
例如,在复习“角”的有关内容时,教师可以结

合班级学生错题分布情况,为学生串联知识点. 如,
班级中很多学生对“角的比较”内容理解不全面,导
致做题时错误频出. 教师则可以围绕“角的比较”内

容构建知识框架图,包括角比较的方法、角比较的注

意事项、角比较的一般步骤等,并提供对应的练习,
让学生结合错题对所涉及的有关知识进行归纳整

理,从而巩固所学知识. 此外,在具体复习中,教师还

可以为学生精选与错题相关的复习检测题,让学生

进行练习巩固,有效借助复习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不断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８] .

６　 结束语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合理借助错题资源优化数

学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既是新课程标准对数学教

师推进课堂教学创新、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基本要

求,也是教师进一步弥补学生学习薄弱环节、全面落

实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主动抉择. 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重视错题资源的应用

研究,全面挖掘错题资源的应用优势,进一步借助错

题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学生对知识理解的精准

性. 除此之外,教师要科学设计作业,有效开展课后

复习,进而提升数学课堂教学质量,为全面发展学生

数学核心素养铺路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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