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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标与意义  

（一）研究目标 

历年来，我校各年级在数学监测中，空间与图形这部分内容的得分率最低。为了提高学生的成

绩，我们加强了这部分内容的教学研究，也特别注重了错题的讲解与改错的环节，力求从教师的课

堂 40分钟和学生的纠错改错中要质量，但是收到的成果甚微。 

分析以前的做法发现：我们的教学研究与学生的错误没有有机融合起来，没有达到“教的法子

是根据学的法子”而定的效果；教师们害怕学生犯错误，对待学生的错误有时会有厌烦情绪，甚至

对出错的孩子加以指责，指导学生改错的形式是“先批后改”，行为简单粗暴。 

但是，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产生错误是一种既正常又普遍的自然现象，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是

有规律的，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它无论对学生的数学学习，还是对教师的教学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利用好这一资源，有利于我们提高教学时效性。基于以上思考，我们确立了错误研究的主题，

展开了空间与图形领域中的数学错误研究。因此，我们确定的研究目标如下： 

1．在空间与图形领域大量收集学生错题； 

2．整理归类，初步分析原因形成错题集； 

3．挑选典型的错例进行案例分析； 

4．根据案例分析进行错误资源化的教学尝试。 

（二）研究意义 

1．以学生错误研究为契机，树立正确地错误观 

只有认识到错误的重要性，从心理上接受学生的错误，才能使错误真正变为教学资源。两年前，

我们对我校的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教师对待学生的数学错误的态度还没有达到课标所倡导

的水平。一些教师害怕学生出错，对待学生的错误有时会有情绪，表现出厌烦的态度，甚至对出错

的孩子加以指责。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老师们的教学观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对待错误的态度

由之前的害怕变成了欣赏，能够积极的面对错误、分析错误、利用错误，看到了错误的巨大教学价

值。 

2．通过错例的归类与分析，形成科学有效地教学行为 

对数学错误有了正确的认识后，我们的行为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之前由于害怕错误，所以我

们会想尽办法去避免错误，在形成正确的错误观、认识到错误的价值后，我们不仅不会去避免错误，

反之我们还会在课堂上设计一些环节让学生的错误充分的暴露出来，寻找错误的规律以及背后的原

因，利用错误指导孩子学习。之前我们厌恶错误，面对错误，我们总是先批后改，行为简单粗暴，

现在的我们积极的去面对错误，整理分析错误，运用错误，真正把错误作为了很好的教学资源。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为了研究空间与图形领域内的学生错例，探索错误资源化的教学探索，我们确定了以下的研究

内容： 

1．辨别错误的标准； 

2．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 

3．归类类似错误，形成某一类错误的教学案例。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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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以上内容的研究，我们采用了以下的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文献法也称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

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它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群中选取适用于课题的资料，

并对这些资料做出恰当的分析和使用的问题。文献法具有历史性、灵活性、继承性、创新性。”对于

本研究而言，主要用文献法分析和整理已有的关于小学生数学错误的研究和已有理论。 

2．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本身出自于企业管理，在 2006年《现代企业管理词典》中案例研究法被定义为一种

教学或培训的方法，内容为把具体情况详细介绍给学员并提出问题，让学员分析和解决。对于本研

究而言，主要用案例研究法把学生的具体错误进行整理，并结合相关理论和具体情境进行原因分析，

并形成教学策略。 

三、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 

（一）研究过程 

在学校生长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我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展开了“让错误成为教学资源的实

践探索”的研究。 

1．确定研究方案。在确定研究主题之后，我们广泛查阅了关于错误研究和关于学习空间与图形

内容的文献。虽然对错误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对如何一步步有效开展错误研究没有清晰的脉

络。于是我们请到一直致力于错误研究的首都师范大学郜舒竹教授对我们进行指导，为我们确定了

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在真实的情境中收集、整理学生的错误、挑出典型的错误案例并进行原因分

析、通过思考讨论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使我们的研究迈出了科学的第一步。研究模式图 1： 

 
图 1  研究的模式 

2．搜集错误案例。在这个研究思路的引导下，我校首先在空间与图形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在空间与图形这部分教学时，全校所有数学老师通过测验、课上提问、学生作业、交谈等。收集了

大量的错误案例，为《错误案例集——直面学生真实的思维过程》、《错题分类集——展现教师的集

体智慧》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以照片的形式进行记录，以保证案例取材的真实性。 

3．整理案例。在整理案例时我们遵循以下原则：普遍性、典型性、真实性，特别关注答案相同

的，方法类似的错误。我们先以年级组为单位对错误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然后汇总到数学大组，每

个年级的老师拿出各年级最典型的案例进行讨论，最后把所有错误案例进行分类，按错误类型进行

分析整理，最终形成了《错误案例集——直面学生真实的思维过程》《错题分类集——展现教师的集

体智慧》两本错误案例集，供全校教师共同参考。 

4．进行案例分析。我们深知错误的产生远远不只是因为学生的马虎等表面的原因，错误背后定

有其合理的原因。可是面对这些典型的错误案例，我们分析起来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们再次请

到了郜舒竹教授为我们进行了“如何分析错误”的专题讲座。在郜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打开了

思路，对选取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教学、学习等多个角度对错误进行了阐述，在此基

础上教师们撰写了大量的错误案例论文，如：周兴华老师的“那些我们该犯的错误”一文从学生的

年龄思维特点分析了一年级孩子常见的错误，蔡宇清老师的“巧用尺子，学会估计”针对孩子们常

犯的测量错误提出了如何正确估算的教学策略。最终我们把老师们的错误案例论文汇总成一本《教

师错误案例分析集——读懂学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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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教学策略。针对各类错误的错因，我们设计了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并在教学中进行了

尝试，形成了数节以错误进行教学的研究课，如：周兴华老师在《20 以内数的认识》、《退位减法》

课堂上让学生充分暴露学习中的错误，根据学生的错误进行教学。冯林老师的《长正方体表面积》

复习课引导学生对错题进行整理归类，做出大数学报，并把研究错误的方法示范给学生们。错误研

究课型已基本成型，正在全校全面开展。 

6．经验推广。把错误研究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三大领域，有了空间与图形的错误研究经验，我们

很快把研究的领域拓展到了数与代数、统计与概率、综合运用三大领域，在保留原有研究思路的基

础上，加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研究结论 

1．错误是必然的、普遍的，教师要接受学生错误的合理性 

数学的特点之一是高度的抽象性，其形式化的符号表达对于只有具体形象思维的小学生来讲是

困难的，比如，学习新知识时缺乏认知经验，或是本身那个知识就复杂。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犯错误是必然的。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华罗庚先生曾说：“天下只有哑巴没有说过错话；天下

只有白痴没有想错过问题；天下没有数学家没算错过题的”，因此，犯错对于正常的人来讲也是必然

的。因此，从学生的成长角度和认知角度来讲，在数学的学习过程出现错误是一定的。 

另外，在数学中每个知识领域，学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空间与图形领域中，不

同年级的学生会出问题，同一个知识点下，不同的学生也会出现问题，可以说，错误是普遍出现在

学习的过程中的。可能出现在课前、课中、或课后作业中，甚至同一问题长期出现在学生后期学习

中，对于这种“顽固性”的错误，如果教师仍然持厌烦情绪与避错、纠错策略，那只会事倍功半。 

通过我校所有数学老师收集学生错题的过程，我们认识到了错误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开始在内

心反思自己以前的避错倾向，逐步形成接受学生错误、宽容、欣赏、研究学生错误的积极意识。 

2．错误是有规律的，教师要研究学生错误原因 

学生的错误千差万别，非常丰富。任何一个错误的背后都有一些让教师意外的想法，为了探寻

学生错误背后的火热思考，我们在发现规律的时候循序渐进，分了三步走，首先，查阅文献，厘清

错误的辨别标准，即只有违背了规律的才算错误，而那些不符合标准算法的写法不算错误；其次，

我们每个数学教师在学生平时的练习中，大量地收集错例，在本年级汇总之后进行初步的原因介绍，

在全校的数学教研组汇报修改之后，形成了以年级为单位的学生错题集。我们欣喜地发现了以下几

种类型的错题：直观依赖型、情感偏好型、尾音干扰型、过程型错误、经验干扰型、混淆型错误等，

这些发现不仅成为很好的学情调研素材，也为教师今后的针对性教学提供参考依据。 

3．错误是可以利用的，教师要探索错误资源化的教学 

在以前的教学里，教师对于学生错误的问题大部分是直接指出，缺少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

程。而学生的错误不可能单纯依靠正面的示范和反复的练习得到纠正，而必须是一个“自我否定”

的过程，基于我校师生有待提高的数学错误观，我们开始了错误资源化的教学实践探索 

（1）教师开展“数学错误”研究，学生阅读名人犯错误的故事，携手树立正确的数学错误观。 

怀特海说：“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理就是从本身

的错误当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体验中去学习”。这些名言警句在一定程度反映出错误的价值。但是

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对于错误的认识是不利于错误资源化的教学的。在对学生的访谈

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错误意味着失败、耻辱、害怕，大部分教师认为学生的错误要么是学

生不认真，要么是自己的教学效果低下，这种凭感觉学习与工作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而一个有成就的人，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就很积极。数学家哈莫斯说：“数学家 X的一个漏洞或

一个误述，正好是数学家 Y 所需要用以发现真理的东西。”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在科学探索

的道路上，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并不是坏事，更不是耻辱，要在实践中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哲

学家黑格尔指出：“错误本身乃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企业家比尔盖茨说：“如果你一事

无成，不是你父母的错，所以不要只会对自己犯的错误发牢骚，要从错误中去学习。”而目前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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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教师关于错误的认识是存在偏差的，因此需要从观念上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和学生树立正确的

数学错误观。 

在本次研究中，我校数学教师通过对数学错题的研究，发现了错题背后学生的火热思考，通过

自己的进一步加工分析，分析错题原因并形成教学案例，把新鲜出炉的研究成果及时地运用到教学

实践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断地反思着自己对学生反复出错的认识。同时，教师通过讲解数

学家或科学家犯错误的故事，鼓励学生积极勇敢地面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从而达到从

错误中学习的效果。 

（2）“容错——导错——用错”的教学实践 

容错，宽容地对待学生出现的数学错误，这是我们在做这个错误研究之后的态度转变。面对学

生课堂练习中的反复出现，我们不再急躁，而是多了一句：“某某同学，你的这种方法真独特，能给

我们大家讲讲吗？”当同学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出现错误时，本来他已经害羞地低下了头，可是却听

到我们老师温柔的话语：“刚才是谁启发了我们这么多的思考啊，快把掌声送给他”，该生低着头不

好意思地笑了。当学生出现错误后及时改正时，同学们会大声喊出三个字“错得好”，并向那个同学

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学生在课堂上由于某种原因回答不出问题时，不再是以前的“我来、我来”的

七嘴八舌，而是同学们齐声的高呼“某某同学加油”的呐喊，可见，教师的容错态度也能深深地影

响班里的每一个学生。 

导错，有效地引导学生的错误，帮助学生直至数学本质。要想有效地引导学生的错误，首先需

要教师的耐心倾听与舍得放手，我校的黄雪老师导错方面有一定的教学尝试。有一次，她在教学正

六边形的内角和时，有学生用 180°去乘 6，出现这样的情况，黄老师并没有给予纠正，而是让学生

观察、分析，后来学生发现了那个学生的想法是把正六边形中间的部分给算进去了，画错的同学恍

然大悟。可是，一个高高举起的小手打破了课堂的沉寂，一个孩子说，老师，我还发现了多边形的

内角和公式可以是 180°N-360°，这个意外的生成让黄老师惊讶不已。于是，便有了后面黄老师引

导学生沟通 180°N-360°与标准公式 180°（N-2）的联系。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没有黄老师的“放”，

就没有后面的导错之后的精彩生成。 

用错，利用错误进行教学尝试。我校的李霞老师在教学《三角形的分类》第一课时发现，教师

经常会选择书上的这道题：用一个信封遮住三角形的两个角，只露出其中的一个角，首先是直角，

让学生判断被遮住的是什么三角形？其次是钝角，最后是锐角，组织学生进行辨析。但是学生看见

锐角时判断三角形时常常出错，因为他们之前有一定的思维定势，认为有一个角是直角或钝角的三

角形就是直角或钝角三角形，那么有一个角是锐角的三角形就一定是锐角三角形。基于这一点，李

老师树立书上的习题发现，在教材中没有直接的例题，相应的练习题和习题也少，而此类的练习题

又经常碰到，老师不能只做一些范例的讲解，而应对知识对一些较深入、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所以，

她在本单元的复习课上对此种类型的题进行了变式与讨论。 

四、研究成效与反思 

（一）研究成效 

开展此次研究，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效果，下面从学生、教师、学校三方面来展开。 

1．学生方面 

（1）从学生的态度上看，学生不再害怕出错。 

在研究数学错误的课题之前，我们对学生有关“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一次调研，调查的结果显

示，60%的学生都认为错误与“失败与耻辱”有关。但是，经过教师的研究错误之后，教师对待学生

错误的积极态度也降低了学生对错误的恐惧。在实施错误研究之后的一年之后，我们接着对以前做

问卷的同学再次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78%的同学也认同当出现了数学学习上的错误时，及时纠正并

自己找出原因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2．从学生的行为上看，他们积极面对数学错误，并尝试进行简单的整理归类 

以前，孩子们改正错误的方式一般是教师先批改，但是总出现一个错误反复出现的现象。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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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资源化”思想的引导下，教师们引导学生在平时收集自己的错题，形成一个错题本，并进行初步

的归类。 

在一次五年级长正方体表面积与体积的复习课里，学生们做了一份这部分内容的错题分析报，

并进行了精彩的汇报。报纸的内容主要包括以往自己的错题类型，易错点分析，错题再练。 

3．从学生的学业成绩看，学生的成绩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自从开展了错误研究的课题，我校的教师们积极进行变错误为教学资源的尝试。五 3 班的数学

老师把学生平时的错题拍成照片做成 PPT，在每个单元复习时进行讲解，让学生自己去寻找错误原

因，达到的教学效果可以从以下不断上升的学生学习成绩看出来，具体如图 2。 

 
图 2  五年级三班下学期各单元成绩 

2．教师方面 

（1）从态度上看，教师逐渐形成了正确的“学生错误认识观” 

以前，一提到到错误，教师就很头疼。不断的订错改错，结果还是导致一错再错。但是错误研

究之后，我校大部分教师都同意错误资源化理念。于是，我们的教师开始主动地分析错误背后的合

理性，尝试着去发现学生的思维规律。比如，现在我们的教师已经以新的角度来看到乘法竖式中的

错误，发现了一种受尾音影响的选择型错误。 

（2）从科学研究上看，教师们提高了自己的科研水平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尝试分析错误背后的合理性，并撰写错误案例分析小论文。通过收集整理

错题、然后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原因分析、思考讨论得到相应的教学策略的过程，每个教师就自己收

集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初步的分类整理，也撰写了小论文，全校数学教师共计 24篇，如：一年级周兴

华老师的“那些我们‘该’犯的错误”，四年级李霞老师的“易错题也能越变越有味”，陈爱红老师

的“一道错题引发的思考”，六年级朱立老师的“从错例中寻找高年级学生图形与几何问题的审题方

法”，各位教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错误原因的分析。 

（3）从教学实践看，教师们开始尝试“错误资源化”的教学 

有了以上案例分析的支撑，错误资源化的教学便应运而生。首先，我们全体教师一起学习了实

验二小华应龙老师的差错资源化的思想。然后，从个别教师开始，学习华老师的一些方法，如，五

年级的某老师为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差错观，经常让学生上网查找数学家、科学家对待错误的故

事，不定期在数学课上讲，还向学生们推荐书籍《科学失误的故事》等，帮助学生认识到错误是正

常的，差错是创造的开始。此外，还把平时收集到的错误照片整理成 ppt，在复习课的时候拿出来

进行针对性的讲解。 

3．学校方面 

数学错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了学校的办学理念，提供了学校的生源情况与升学率。 

（1）数学错误的研究丰富了学校的“生长教育理念” 

我校的生长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是“健康生长”，数学错误的研究就能够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因为

人的一生免不了犯错误，在学校我们的教师以容错与融错的态度去看待学生的错误，对学生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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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大的安抚作用，避免了孩子在惧怕错误的氛围中长大；同时生长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引导学生

学会学习，数学错误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点，因为从错误中学习是最有收获的，教师

通过引导学生如何改正错误，对今后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熏陶。

可见，我校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丰富着学校生长教育的内涵，数学错误研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

却提供了各学科落实该理念的方向。 

（2）数学错误的研究间接提高了学校的生源与升学率 

从 2011年开始，我校的一年级教学班由原来的 8个班上升到 10个班，学校的生源在逐渐增加。

我们访谈一年级 20位家长发现，现在的新生特别害怕在学校犯错误后挨骂，但是得知我们学校的教

学理念之后，认为学校老师对待错误的态度是积极的，表示很愿意把孩子送到我校培养。另外，开

展错误研究之后，我校的小升初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85%的学生都能升入重点初中，如人大附

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101中学等。 

（二）研究反思 

虽然我们的错误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点儿进展，但是仍然有许多还未解决的问题，

比如：（1）我们最后的目标之一是要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在教师们撰写的案例中的确涉及到了

不少策略，但是一些策略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2）错误研究本是学校生长教育理念指引下

的一个分课题，目前仅限于数学方向，但是还应发挥其辐射功能，推广到其他学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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