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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日常初中数学教学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总是会遇到一些易错题.假如教师平时注意收集学生的错题,并加以研究分析,会更

有助于提高数学课堂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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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学习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通过反思招致错误

的缘由并逐渐消除错误的过程。”这是世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

经说过的.可见，学生在平时的数学学习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错误.作为

教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学生的错误呢?结合我平时的教学实践，发现在教

学中收集学生的错题并加以研究分析,对指导自己的教学,提高课堂教学

成效,提高学生解题效率,降低错误率很有帮助.本文就初中数学错题重点

阐述以下内容：一、举例新课标数学错题和错因分析及对待学生错题的正

确态度；二、收集研究错题对教学的指导作用.

二尧初中数学错题探究
（一）举例新课标数学错题和错因分析及对待学生错题的正确态度

学生解数学题时，出现错误是常有的现象.我经常注意收集学生的错

题，并做简要的错因分析.比如:

1. (1) 误区一:同底数幂相乘时,忽视单独字母的指数为“1”导致出错

例 1 求

常见错误：原式

错解分析：运算过程中，把“m”的指数“1”漏掉了．

正确解答：原式 .

(2) 误区二: 分解因式不彻底或结果不是因式分解的形式出错

例 2 分解因式：

常见错误：

错解分析： 不是因式的积的形式,不符合分解因式的要求.

正确解答：

(3) 误区三: 忽视分式的值为 0 的条件出错

例 3 已知分式 的值为零，那么 的值是（）.A. B. C. D.

常见错误：由 得 故选 D

错解分析：分式的值为零的条件是分子等于 0 且分母不等于 0，这两

个条件缺一不可.由分子为 0 求出 的值后，还要检验这个值是否使分母为

0，使分母为 0 的值舍去.

正确解答：由分子 得 但当 时，分母 ，

此时分式无意义.所以 x 的值只能是 1.故选 C.

2.对待学生错题的正确态度

新课标要求:“对数学学习的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

们学习的过程；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水平，更要关注他们在数学活动中

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 .”初中数学教学

中,有的教师害怕学生出现解题错误，甚至对错误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 .因

此心理,教师只注重文字的正确叙述，忽视揭示知识形成的过程，害怕因启

发学生进行讨论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例如，在讲平方差公式时，由于只注

重文字的叙述，强调公式的记忆，而对公式的推导、特征理解及运用不够，

但后者对发展学生运算能力却更为重要.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消极的,不利

于我们的教学效果的形成和教学水平的提高.正确的心理和态度是承受心

理和宽容态度. 错误不过是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所做的某种尝试, 它只

能反映学生在数学学习的某个阶段的水平，而不能代表其最终的实际水

平.此外，正是由于这些假设的不断提出与修正，才使学生的能力不断提

高,从而减少错误的发生.

（二）收集研究错题对教学的指导作用

1.收集研究错题利于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

课堂是学生出错的地方,错题是伴随学生一起成长的.我们应面对学

生已出现的错题进行换位思考,不挖苦学生，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

实际情况.

新课标要求：“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

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反思教学要求教师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教学，研究自

己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勇于反思，善于反思，从而解决自己存在的教

学问题，完善我们的教学. 通过收集学生的数学“错题”，让教师在每个教

学内容在教学中缺憾的地方，从而检查自己的教学行为.另外, 针对学生存

在的普遍性问题，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把错题当作例题在课堂上讲解，往

往事半功倍.如在学习因式分解时,学生会犯分解不彻底的错误,我会把各

种不彻底的错题收集分类,然后选取典型作为例题讲.如因式分解 时,学生

往往错解为 , 甚至还有其它错误. 正确解答应为

. 再如教学时, 在课堂中本文正文第一部分例题都

可作为典型例题讲解.

2.研究错题利于备学生,了解学情,因材施教

学生的共性的错题处, 可作为备课，教学的刻意强调之处，做到有的

放矢的告诉学生，此处是同学们常常出错的地方，进而分析出怎样避免

之，怎样得出正确的答题，这样就减少学生的错误率，起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的作用.而对于个性的错题往往跟学生的个性有关如:易犯审题不

清或计算上的差错往往是好动调皮的男生；犯答题不严密，不完整,应用不

够自如的是非之错可能是由于逻辑思维不够缜密，理解不够透彻，是比较

文静的女生.对此，可以做个性化的辅导，予以纠错.另外, 在发现学生做题

出错后,能够一针见血地找到错误的原因,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予以避免.了

解了学情，复习时,做与错题同类型的练习,使复习有针对性.

三尧结束语
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其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

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它不仅要考虑数学自身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学

习数学的心理规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

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获得对

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

展。”数学是一门严谨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学科,在数学的学习及解题过

程中,学生做错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错题,是教师发现教学问题、改进

教学方法、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的重要手段.面对错题，

我们要正确对待.吃一堑，长一智，反思错题的过程，就是养练思维习惯、优

化思维品质的过程.推及开来，不仅要探究错题，对教学中的典型例题和习

题都可以探究.探究反思 不仅能及时改正错误，还能优化已有认识，提高

自身的认知水平,从而积累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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