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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题资源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策略
陈杰锋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空港中学，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在学生初中阶段的学习中，数学学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初中数学知识的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基础的数学能力，

还能促进学生的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目前，考验学生数学学习成果的方式，主要通过考试与做题这两种途径。

在这两种考核方式中，能检验出学生出在数学知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审题不认真、概念理解模糊、公式错用、马虎大意等。

这些问题对学生的数学成绩造成了一定影响，若是不多加注意，形成习惯后则不易改正，成为学生进步与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因此，

教师要在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对错题资源的利用加以重视，并借助其优势来优化学生数学知识的应用水平，提升教学总体质量。本文

就错题资源在数学教学中如何有效应用作了详细探讨，并给出了相关策略，以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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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小学数学内容，初中数学已然具备了逻辑严谨的系统

性，且难度也提升了许多。尽管处于初中时期的学生已经有了一

定的认知能力与主动性，但是在问题的理解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这也造成了学生在进行数学学习时经常会出现以下问题：审题粗

心或是马虎大意、对数学概念或者定理的理解出现偏差、计算能

力差、逻辑思维弱等，这些问题阻碍了学生成绩的提升，甚至令

其深受挫败感，产生厌学心理。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应合理运用

错题资源对学生实施针对性指导，发挥出错题的价值，让学生从

中获取改善数学知识应用的技巧，解决各种错题、难题。错题资

源还能帮助教师发现学生在数学知识掌握中的薄弱点，并以此作

为优化教学方案的依据，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

一、在学习中整理错题资源的重要意义分析

初中数学知识涉猎的领域广泛，且具备较强的逻辑性，学生

在学习时难免会在数学概念或是数学定理方面理解不到位，进而

在做题时无法有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因此，为了提升学生

的数学成绩，很多教师都对错题收集情有独钟，提倡学生将平时

练习或考试中的错题使用笔记本记录下来，并对其进行分类与总

结。对学生而言，这种整理错题的行为是非常良好的学习习惯，

对数学成绩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作用，也能从根本上提升教师课堂

教学效果。

在错题收集与总结的过程中，其流程其实相对较为复杂，学

生首先要改正错题，将错误点找出来，分析自身在这道题目中犯

了什么错误，以及错题涉及到的数学知识点有哪些，并将这几点

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并将最终的分析记录在错题下方。这个过程

虽然漫长，但却效果显著，不仅改正了错题，让学生知道错在何处，

还能对相关知识点进行巩固。在长时间坚持使用错题记录之后，

学生自然会发现，他们的数学能力在不断地反思与总结中实现了

有效提升。错题资源相当于优质的复习资料，而且对每个学生而

言都是量身定制的。此外，在进行小型测验或是大型考试前，学

生在复习时将错题集拿出来翻看，便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同样的

错误发生，大大提升了复习效率，进而在考试时发挥出良好的水平，

获得可观的成绩。

二、初中生解题出错的主要原因

（一）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出现概念性错误

初中数学知识具备一定的抽象性，其中部分知识点涉及到的

内容较为复杂，对学生的数学思维逻辑能力要求较高。在做数学

题时，学生极容易对数学概念及定理理解出现偏差，导致出现失误。

出现此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对数学概念理解不够透彻，

以及基础知识能力不扎实而导致的。数学基础能力出现问题，一

部分是因为学生的理解能力稍弱，对数学概念没有清晰的认知，

在错题时难以准确判断与运用，最终导致解题出现错误；另一方

面是因为数学知识本身便具备复杂性，在学习中学生并未完全掌

握其精髓，没有打牢数学理论知识的根基，抑或是教师在讲解过

程中不够细致，举例时含糊不清，让学生在解题时举棋不定，最

终错用数学知识，导致解错了题。

（二）读题审题不够严格，出现思维性错误

读题不仔细，审题不严格，这种低级思维问题也是初中生解

题出现错误的重灾区。因为马虎大意解错了题，这是最常见的错

误原因。部分学生在解数学题时并非是知识掌握程度不好，也并

非不懂解题思路与技巧，而是因为没有认真仔细地将题目暗含的

各种条件及整体逻辑理清楚，忽视了题干中的重点，导致解题时

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此外，还有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解

题习惯，读题潦草，不认真阅读题干的各种要素，甚至没有审清

题目最终的问题，便急着答题，往往出现了较为低级的错误，影

响了解题质量。

（三）计算运算能力较低，出现运算性错误

学生计算、运算能力较差，这也是出现数学题目解答错误的

主要原因。数学学科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便是运算能力，这也

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也是最基本的数学素养。数学题目存

在的意义便是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以及数学逻辑思维，一旦运算

能力出现了问题，那么即便是对数学概念、数学定理等知识了解

的再透彻，也会在解题过程或是结果中出现错误，导致解题失败。

运算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得，但也有部分学生在运算方面的天赋

较弱，在解题时运算过慢，造成了心理方面的压力，影响了解题

效率。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认真进行运算训练，对其中的技巧掌

握不娴熟，导致其在解题时出现运算性的错误。

（四）学生心理素质较差，出现心理性错误

在解答数学题目时，部分学生心理素质较差，心理承受能力

较低，也会对解题结果产生极大影响。部分学生由于心理问题，

在解题时会出现各种不良情绪，例如焦虑、紧张、畏惧等，这些

情绪导致学生无法集中注意力，影响其解题思路，造成解题步骤

毫无章法，数学概念和数学定理的运用也出现了偏差，最终影响

了数学解题的质量与结果。导致此类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可能，一

方面可能因为学生天生心理素质较弱，自尊心过强，导致解题时

考虑较多，导致了解题失败；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教师、家长、环

境等多种外在因素，造成学生心理负担过重，在数学解题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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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良的心理暗示，造成了解题质量的降低。

三、错题资源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运用错题资源，优化教学方式

对于学生的发展而言，错题资源是一座能够令其学习能力不

断提升的知识宝库。通过引导学生收集错题的方式，教师可以从

中发现自身教学中的问题，总结出有效经验，进而完成教学模式

及方法的革新。对于学生日常搜集到的错题，教师要督促学生将

其进行分类，并进行分析与总结，使教师在了解学生的不足之处

时也能让学生做到反思。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对错

题进行细化和分类以外，还要注意哪些题目在错题资源中高频率

的出现。一般而言，若是同类数学题的错误率达到了 50%，那么

教师便要思考自己在这道题目背后所涉及到的知识点讲述是否存

在问题，并结合学生状况，优化教学方法，将问题中涉及到知识

点重新进行科学梳理，确保让学生充分掌握相关知识与内容，提

升正确率。同时，教师还应针对学生的高频率错题，为其讲解出

现错误的原因，展开专项训练，加深学生对此类问题的掌握与理

解。通过搜集错题、分析错题再到错题训练，教师进行了高效的

针对性指导，学生也能顺利解决在解题时遇到的困惑。此外，针

对错误率较低的错题，教师可以进行一对一指导，不必浪费宝贵

的课上时间。通过错题资源的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促进学生提高数学成绩。

例如，在进行《全等三角形》的考试前，教师可以在学生复

习过程中让其针对自己错题资源中的难点进行着重观看、练习。

若是大部分学生在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方法上容易出现错误，那么

教师则需要针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并要将全等三角形的判

定条件以及证明过程，还有在进行全等三角形判定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讲解。此外，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应当将错

题中高频率出现的问题种类与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可以联系

到自身的问题，加强其知识的巩固，助力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度理解，

避免在考试中出现同样的错误。

（二）开展错题反思，强化问题理解

在初中数学学习中，学生对错题进行整合是提升学习效果的

有力途径。通过对错题的整理与总结能够让学生进行有效反思，

这样既能够加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又能够避免日后在面

对同样的题目时再次出现失误。学生在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时，

记忆和理解水平都要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若只是对错题进行了

简单的记录，并未进行分析、回顾与反思，那么便让错题资源失

去了应有作用。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错题整理完毕后，定期

进行回顾，从多方面发挥出错题资源的价值。教师可将错题资源

中错误率较高的题目放在课堂上着重来讲解，强化学生对象相关

内容的记忆，不仅培养出他们整合错题的习惯，还要培养他们及

时反思问题的能力。因为学生在解题出现错误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化，故而需要加强练习的错题方向与类型也不同，因此错题资源

更重要的作用是对学生本身的学习帮助。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利

用错题资源进行学习的方法，利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错题

整理，将正确答案遮住后把错题重做一遍，学生在此过程中会找

到自己的学习节奏，只有不断强化其学习弱项才能提高数学成绩。

例如，找出一元二次方程中的易错题目：已知方程式（k+4）

x2+3x+k2+3k-4=0 的一个根是 0，求 k 的值。学生在解答这道题时，

往往会将 x=0 代入到方程中，从而得到 k2+3k-4=0，最终得出的

答案是 k1=1，k2=-4。在错题整理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可以将

错误原因用红色笔进行标注：因为忽视了题目中隐含的内容而做

错题，本题隐含的内容是方程必须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在这种

条件下题目中二次项的系数是不能为零的，也就是 k+4 ≠ 0，因

此 k ≠ -4，故 k=-4 应舍去。因此本题的正确结果是 k=1。通过错

题回顾的方式，学生能够非常清楚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找到解

题失败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复习了重要的数学知识，还

对错误的解题思路也进行了深刻了解，之后在考试中再次遇到同

样的问题，便会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避免错误思路，培养

了学生在解题时的缜密思维，有效提升解题质量。

（三）错题引出新题，拓展解题思路

错题资源的作用非常多，不仅仅只是局限于错题经验的积累，

以及避免在同个题目出错这么简单。错题资源还有一个非常强大

的功能，那便是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通过错题资源的积累，

掌握同种类型甚至多种类型的解题方法，才能将错题资源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初中数学知识拥有较强的逻辑性，且大部分知识点

都是相通的，教师应与学生共同建设好错题资源库，并挖掘出错

题资源最大的效用，将各个知识点进行衔接，拓展做题方式，真

正实现用一个题目解决一个类型题目的目的。在实施中，教师要

引导学生深入挖掘错题资源，不要只是停留在改正错误上，而是

要找到该类题型的易错点，进行分析与总结，如此不但避免了学

生大量刷题也无法提升成绩的困扰，还大幅度提升了其学习效率。

例如，学生的错题资源中有一道题：∣ a ∣ =3，∣ b ∣ =2，

并且 a<b，那么 a+b= ？这道题看起来并不难，考察的知识点也较

为容易，但如果这道错题仅仅只是用来找到正确解法，那么很显

然并未发挥出错题资源的价值。在分析这道题的时候可以进行新

题的牵引：已知∣ x-3 ∣和∣ y-6 ∣互为相反数，求题目中 x 和 y

的值。这道题看似不难，但却饱含着相反数及绝对值的数学概念，

以及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对概念的理解和应用的因素，是在原有的

错题基础上进行的扩展。题目中∣ x-3 ∣和∣ y-6 ∣就可以类比

错题中的∣ a ∣和∣ b ∣，在解题的过程中去掉绝对值就变成了

±（x-3）=-［±（y-6）］，得出 x=3，y=6；还可以使用更加简

单的做法，两个值相互组成相反数，那么它们的和是 0，而且绝

对值相加也是 0，因此就只有一种情况，就是 x-3=0，y-6=0，因

此可以得出结论 x=3，y=6。从以上分析便可看出，通过对错题的

拓展可以训练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强化了其数学逻辑思维，也

培养了学生在数学问题上的思考与探索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教师要加强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引导，真正使他们懂得错题资源的

价值和用处，锻炼其思维能力，让他们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更加得心应手。

综上所述，无论对于学生或教师而言，错题资源的价值都是

极为巨大的，它为学生在解决问题、分析问题方面提供了有效方法，

也能够帮助教师发现自身在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为其提升教学

水平提供了契机。因此，教师应将错题资源在教学中进行有效应

用，使学生养成整理错题资源的良好学习习惯，加强学生对解题

方法的回顾与反思，并通过错题延伸和拓展引出新题的解答方法，

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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