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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墩头镇做教师时开始申报研究《让学生从错误中学习》的课

题。2002年 3月，我调到秉持“以学论教”、“无错原则”等教学理念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得到李

烈校长的亲炙，更是如鱼得水。2011年，《“融错教育”操作模式及策略的研究》被列为西城区教育

科学规划“十二五”重点课题。20年来，我锲而不舍在“融错”课堂中与学生一起持续成长。 

一、什么是融错 

学生在数学课堂上的差错是其关于数学知识的自主的、大胆的、真实的、常常又是独特的建构。 

“融错”是指把课堂教学中的差错融化为一种教学资源，相机融入后续的教学过程中，“化腐朽

为神奇”，变“事故”为“故事”，这与我国古代“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等哲学思想相契合。 

融错的要义在于教学过程中随机融入，自然生成，而不是事先刻意安排；敏锐发现差错背后的

意义，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张力，巧妙彰显其积极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学生的错误；充分挖掘

并利用差错资源的多方面价值，培养学生直面错误、超越错误的求真人格，学做真人，将教学活动

引向深入，引向心灵深处，而不仅仅是促进认知的发展。 

二、为什么要融错 

人生自古谁无“错”，差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差错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性，

人们判定的“错”与“对”受特定的时空、特定价值标准的制约，不同的文化环境有不同的对错观。

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对”与“错”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化。 

就小学生而言，“错”更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于他们思维发展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认知的

不完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解他们实有的“前概念”，正是教学从学生实际出发的起点，也就是

我们实施“无错原则”的重要依据。 

（一）没有融错何来创新 

放弃经历错误也就意味着放弃经历复杂性，远离谬误实际上就是远离创造。过度的防错、避错，

缺乏对差错的欣赏与容纳，就将大大减少学生扩展认知范围、提高认知复杂度、接触新发现的机会，

使天然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大胆尝试的探索意识被压抑乃至被扼杀，所伴随生成的个性特征和思

维特征必然是谨小慎微、害怕出错，这与敢于冒险，在失误中开辟新思路的创造型个性和思维品质

是背道而驰的。 

（二）没有融错如何落实课程标准强调的“自主探究学习” 

新课程强调教学的生成性，教学的生成必然伴随着教与学双方积极主动的思维与创造，伴随着

随机真实有效的互动。没有融错，就没有创造性的生成。新课程倡导“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

方式，就更加呼唤尊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差错，期待教师在课堂上能够温暖地“融错”。 

（三）没有融错何来真正的“过程教学” 

我们提出“融错”的教学主张，是破解“标准化”教育模式，培育良性教育生态的需要，是矫

正重“结果”轻“过程”教学弊端的需要。 

有差错，才有真正的学习，才有实质性的学习活动发生。有融错，才有我们期待已久的主动学

习、独立思考、创新活动的发生；有融错课堂，才有学生快乐健康地成长。 

三、怎样融错 

融错三部曲：容-融-荣。这是融错课堂的三个阶段，也是对待差错的三种境界。 

（一）错是错，温暖地“容” 

在这里“容”是指宽容、包容、容纳差错。一错当头，能否容纳，取决于一个人的见识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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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大者能容。要调整学生对待错误的态度，培养学生积极勇敢健康的心态，培养他们对自

己负责的意识和善解人意的“同理心”。 

1．包容、欣赏学生的差错 

在课堂上，学生出错了，教师不应拒绝、斥责，而要欣赏、接纳，应该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惊

喜。这是看到了帮助学生发展的曙光，也是拷问和提升教师功力的契机。学生制作条形统计图时，

老师的批语“比萨斜塔？”“哈哈哈，个个都是武大郎！”都是经典的案例。 

2．让学生悦纳自己的差错 

我通过讲数学家、科学家对待差错的故事，帮助学生认识到“错误是创造的开始”。北京出版社

的《科学失误的故事》、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科学家与错误》、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数学大师的

创造与失误》等等，我组织学生利用“课前精彩两分钟”轮流讲。我还用一节课的时间，和学生一

起研究让大数学家欧拉都犯错的“36 军官问题”。通过一系列活动，学生们明白了：成功人士的高

明之处，并不是他们先知先觉，一贯正确，而是他们有一个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有一个肯于思索

的头脑，有一双善于发现错误价值的明亮的眼睛。 

3．创造机会，暴露差错 

曾经我们的课堂教学，总是在学生探究前安排有大量的复习和铺垫，还有“到位”的提示、“越

位”的暗示。以往的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的做法呢？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价值追求，就有不同的理论指导。心理学家盖耶指出：“谁不考虑尝试错误，不允许学

生犯错误，就将错过最富有成效的学习时刻。” 

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一课时，教师创设情境，学生自主探究，教师且进且退，最后学

生情不自禁地喊出“华老师，您误导”（参见 2005 年第 3 期《小学数学教师》），那是由于学生本身

有误，教师顺势而导了，最终学生自己醒悟了。学生自己悟到的才是真知。 

（二）错不是错，智慧地“融” 

这里的“融”是把错误作为一种资源，从外在的表现入手，引导其暴露思维过程，分析其内在

机制，将教学活动引向深入。这时的错误已经不是教学的障碍，而成为宝贵的教学资源。 

1．分析差错背后的真正原因 

课堂是允许学生出错的地方，出错是学生的权利，帮助学生不再犯同样的差错是老师的责任。 

曾经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一道数学题学生做错了，老师讲了三遍，学生还是做错了。谁笨？”

我觉得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教师专业功力不够。因为明白人明白的算理是一样的，不明白的人却各有

各的困惑。后来，我读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才发现，卢梭说了一句和我一样的话：“错误可能有

无穷的结合方式，而真理却只能有一种存在的方式。”不过，落脚点不同，卢梭说的是真理只有一个，

我说的是差错千奇百怪。做教师的就必须明白学生的困惑，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例如，有学生计

算出 24×3=92，他可能是怎么思考的呢？可能是 3×4=12，2+1=3，3×3=9，所以等于 92；也可能 3

×4=12，2×4=8，8+1=9，所以等于 92；还可能是把 3 和 4 交换了位置，于是 23×4=92。对这样的

学生，如果我们只是强调计算法则，先乘个位，后乘十位；个位乘得几十，就向十位进几，那是于

事无补的。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要准确分析差错背后的真正原因，就得倾听学生，了解学生的阅读习惯，

了解学生的已有经验，了解学生可能存在的思维定势。 

2．让正确在差错中生长 

差错可能成为正确的先导，差错往往隐藏着正确的思路。差错大多是“差那么一点”、“拐个弯

就对了”。我们在课堂上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教室一片寂静，但当某个同学

发表了一个有“差错”的意见之后，一只只小手次第举了起来。是同学的“差错”撞击出了其他同

学思维的火花，使更多的同学更快地走向了“正确”。 

当乌云被阳光亲吻时，它们就变成了天空的花朵（泰戈尔）。差错除了具有启发功能外，还具有

刺激、教育、醒悟、陪衬、免疫等功能。需要教师练就一双“慧眼”，敏于捕捉，善于发现差错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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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的教育价值，引领学生从错误中求知，在错误中探究„„ 

例如，学习乘法分配律之后，学生会创造出“200÷5+200÷20=200÷（5+20）=8”的“除法分

配律”。如果我们顺势探究除法究竟有没有分配律，什么时候存在，什么时候不存在，进而可以更好

地认识为什么乘法有分配律，让学生觉得错得有价值。“错得好！”是我课堂教学的口头禅，也是我

每接一个新班，上第一节课都要写在黑板上的三个字。 

我教学《“我会用计算器吗？”》等课的有效实践都说明了，完全可以让学生错了之后开心地、

满足地笑出来。（参见 2005 年第 9期《人民教育》） 

对待学生的思维成果，不是着眼在对还是不对，而是应着眼于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这一价值

判断的标准：一是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二是有利于本课教学目标的达成。因此，教师的评价要在对

错之外。 

3．要用好教师自己的差错 

融错的资源，有来自学生的，也有来自教师的。“天下只有哑巴没有说过错话；天下只有白痴没

想错过问题；天下没有数学家没算错过题的。”（华罗庚语）差错人皆有之，作为教师不利用是不能

原谅的。当自身出现失误时，教师要冷静，及时做出分析、判断，调整活动方案，采取补救措施，

让失误成为发展学生思维不可多得的契机，让教师处理失误的言行成为学生对待差错的榜样。如果

以“我是考你们的”或“别钻牛角尖”来搪塞或推诿，不敢肯定学生，不能正视差错，自然会受到

学生的贬弃。 

理想的教学应该是对话式的，师生相互请教，双方互为先生和学生。作为教师，要不断丰厚自

己的学识，提升自己的理性。因为只有丰厚的学识与彻底的理性才能赋予人一种大气。这种大气，

作为教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大气，才能真诚地鼓励学生放飞想象的翅膀，才能去拓展教师自

己已经变得十分狭窄的心灵空间，才能让学生体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三）错还是错，自豪地“荣” 

这里的“荣”不是以错为荣，而是以能“融错”为荣。这是结果，是目标，是对出错过程的回

眸，是对差错的育人价值的欣赏。因为学习不是为了解对一道题，而是为了做对一个人，“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 

1．拾错 

爱因斯坦说：“在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

一大贡献。我们的科学史，只写某人某人取得成功，在成功者之前探索道路的，发现‘此路不通’

的失败者统统不写，这是很不公平的。”一名学生出错，对于整个班级的学习进程来说是很光荣的贡

献，对于学生自己来说是一段很荣幸的经历——“我曾经这样错过”。一个人富有经验是值得自豪的，

不过，“经验是人们给他们所犯的错误取的名字。”（奥斯卡·维尔德）因此，我们为学生准备了《拾

错集》，像在沙滩边捡起美丽的贝壳一样，将自己在课堂学习中的差错记下来，“留得残荷听雨声”。

有关融错案例先后发表在 2006年第 1期《小学青年教师》、2012年第 1期《新世纪小学数学》等报

刊上。 

2．分享 

错了就是错了。在我们的课堂里，您会听到学生踊跃地介绍与众不同的想法，您也会听到有学

生大气地站起来说：“刚才，我是这么错的„„”相关案例《当阳光亲吻乌云„„——融错教学以“解

决（连乘）问题”为例》刊 2010年第 20期《人民教育》。学生直面差错，甘愿分享的境界是多么的

可贵。他们不怕失败，敢于创新，因此我们能够“听到学生思维真实的声音”，教学效果令人欣慰，

学生喜欢学，不愿意下课，会学，学得棒。 

3．感谢 

差错的价值并不在于差错本身，而在于师生从中获得新的启迪。正确的解答，可能只是模仿；

而错误的解答，却可能是创新。因此，可怕的不是学生犯错误，而是教师错误地对待学生的错误。

我们用“阳光心态”来观照学生的差错，用放大镜来寻找学生思维的闪光点。对学生有价值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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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我们会引导教室里响起三四次感谢的掌声——首先为他不盲从的坚持，其次为他有根有据的

说理，再次为他接纳他人观点后的修正，最后为他带给我们思考的贡献。这样旷日持久地做下去，

培养的就是学生做人、做事的好习惯。 

差错对于成长就像砂粒之于珍珠，起初是拒绝，不愿意接纳，但又没法排斥，后来改变策略，

分泌汁液来包容砂粒，反而培育出了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珍珠。 

不怕出错，允许犯错，不等于鼓励和提倡犯错。少犯差错仍然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学

生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出错的前提下所犯的错，才可能最具有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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