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错误”演绎数学课的精彩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廖虹    

 

【摘要】 

在香港小学观数学课时发现，不少老师不是担心学生犯错，就是在学生犯错

后急于告诉他们答案。通过组织讨论后，大家意识到要辨证地看待课堂上学生所

犯错误，错误本身乃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老师若能将学生的错误转化

为学习契机，激发学习动机，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为此，香港黄士心

小学参与协作计划的四位数学老师以《立体图形》一单元为例，积极开展了“怎

样对待课堂上学生所犯错误”的教学专题研讨活动。通过尝试错误，激发思考；

预计错误，防患未然；直面错误，辨析引导，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错误中，唤醒

质疑精神和探究欲望，从而使课堂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正文】 

在香港小学观摩数学课，心得很多，其中对于教师对待学生犯错的态度方式

感触颇深。主要表现为：一是教师总担心学生犯错，回答问题往往集中在几个成

绩好的学生身上；二是遇到学生出错时，教师显得“手忙脚乱”，一心“快刀斩

乱麻”，不是好学生来帮忙，就是亲自“上阵”，把答案“双手奉上”。一节原

本不错的数学课，常常在教师对待学生犯错的不知所措中，留下了遗憾。 

为此，我提出了一些疑问请老师们思考： 

    “课堂上学生犯错，好不好？”  

“学生有错的数学课好，还是没错的数学课好？” 

“课堂上你是怎样对待学生所犯错误的？” 

    在老师们的热烈讨论中，我给老师们讲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 

两个欧洲人到非洲去推销皮鞋。非洲天气炎热，非洲人一直赤着脚。第一个人看

见这种情况，非常失望，心想：“非洲人赤着脚，他们会要我的皮鞋吗？”他不



 

再努力了。第二个人看见这种情况，惊喜万分，心想：“庆幸！非洲这皮鞋市场

还没开发呢！” 他想尽一切办法，开发出非洲市场，最后，满载而归。 

从这个故事中，大家能悟出什么呢？ 

通过讨论大家意识到：要辨证地看待课堂上学生所犯的错误。老师若能将学

生的错误转化为学习契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就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统一认识后，参与协作计划的四位数学老师以《立体图形》一单元为例，积极开

展了《怎样对待课堂上学生所犯错误》的教学专题研讨活动。通过集体备课，大

家找出本单元学生常犯、易犯的错误，制订了课堂教学对策及方案。之后，再经

过反复的观课、评课，数学教学状况大有改变。其中不少的教学案例都说明了，

如今教师们不仅能掌握处理课堂上学生犯错的一般方法，亦能巧用学生“错误”

演绎出数学课的精彩！ 

 

一、尝试错误，激发思考 

一位心理学家说过：我们期望学生犯错误，因为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便可争

取明天的成功。 

学习几何知识，空间观念非常重要。然而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说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怎样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分析、推理、概括，教师是关键。

集体备课中，大家一致认为，学生最易犯的错误是：习惯于物体摆放的常规位置、

标准图形，若将物体变换一个方向、换一个位置就分辨不清了。 

于是，教师们采用了课堂上让学生尝试“错误”，激发思维的办法，使学生

对物体的摆放位置与相应图形产生深刻的认知体验，从而形成正确的空间观念。 

案例一：认识区分柱体。（直柱体） 

 

 

 

 

 

 

教学过程： 

指出下圖中的柱體： 

 

4 3 2 1 图一 



 

⑴学生很快判断出“4“号是柱体，几乎没有人选择”“2”号柱体。 

教师将图 2 物体作突破口，让学生通过犯错、辩错、纠错，达到培养学生空

间观念的目的。 

⑵学生逐一分析根据什么来判断物体是否柱体，促使学生认真细致地将图中

物体与柱体的条件特征联系起来。 

⑶讨论中,有一个学生上台将 2 号物体的摆放位置尝试着改变了几次，如下

图： 

 

 

 

  

 

这时候，学生纷纷改变看法，开始认可 2号物体是柱体了。 

⑷教师继续引导学生：物体竖着放是柱体，横着放就不是柱体了吗？为什

么？ 

通过设问与物体摆放位置的改变，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他们各抒己

见，终于在不时发出会心笑声的辩论中，形成了一致认识：同一物体，摆放的位

置不同，看到的图形也不相同；任何一个物体无论怎么摆放，它的形状特征是不

会改变。 

所以数学教学是一门艺术，课堂上教师若设置一些特别的“陷阱”，敢于让

学生尝试“错误”，以激发思考，不仅能将“错误”转变为激发他们积极主动学

习的契机，而且能唤醒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探究欲望，呈现出课堂的勃勃生机与活

力。 

 

二、预计错误，防患未然 

显然，教师不能每一节课都去挖“陷阱”，让学生经历犯错再纠错的过程。

更多的时候，教师要善于预计学生学习中易发生的错误，用灵活巧妙的设计突破

难点，激发学生的思考，防患于未然。 

案例二：《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纸样》：把下面可以折成长方体的纸样圈出来。 

图二 



 

 

 

 

 

 

 

在教学中学生易犯的错误是：有三对完全相同面的纸样，就能折成长方体。 

可是教师要讲清：“有三对完全相同面的纸样，为什么不一定能折成长方

体”这个问题，常常是有难度的。因为这对于空间观念薄弱的学生来说，是一

个难点。 

经过集体备课，大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从相对的面入手！ 

教学过程是： 

⑴每人自带长方体纸盒一个，用彩色贴纸分别贴在纸盒的每个面上，要求：

相对的面贴上同一种颜色的贴纸。 

    ⑵沿纸盒的棱剪开成平面图（去掉重迭多余的部分）。 

⑶将纸盒展开的平面图展示在黑板上。要求：分法相同的贴在一起。 

⑷观察：这些展开图的面有什么特点？ 

 

 

 

 

 

 

集体的参与、众多的图形，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推理概括能力，他们开始

仔细观察、分辨，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 

有的说：大小形状完全一样的面就是相对的面； 

有的说：我发现相对的面之间都隔了一个长方形！ 

教师问：说明了什么问题？ 

讨论后，大家得出展开长方体纸盒的纸样有以下特点： 

图三 

图四 



 

⑴三对平行且完全相同的相对的面； 

⑵相对的面之间一定隔着相邻的面； 

⑶每个面的直角边与相邻两面的边重合。 

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不仅学生掌握了判断方法，而且理解了再运用会又

快又好。因此，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预计学生易犯的错误，采用适合突破难点的教

学设计，将合理的方法与想象、判断、推理相结合，同样能激发学生思维，达到

真正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的目的。  

 

三、突发错误，辨析引导 

英国心理学家贝恩布里奇曾说过：错误人皆有之，作为教师不利用是不可原

谅的。面对学生的突发错误，老师要采用辨析引导的方式帮助学生。 

  案例三《认识柱体的特征》 

学生们通过观察柱体，已经得出了它的特点“一对平行的面”，且是 “大

小相同的面”，可却没能得出“形状相同”的特点。这时，也许老师一心想快点

把完成的结论总结出来，于是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图五），想用反证法使

学生明白“相对面平行、大小相同还不够，还要形状一样”的确，这幅图画让学

生们马上意识到，还要形状相同！看来问题似乎顺利解决了。 

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一个学生小声说：“哪有这样的东西呀”？老师愣了

一下，让学生们说说，可谁也说不出个东西来。于是它成了这节课的一个遗憾。 

怎么办？如果不了了之，就放弃了一个培养学生探讨精神的极好机会。老师

们决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觉得这图在理论上是没有错的，只是生活中的确

难以找到这样的实例。于是，老师们出主意，想办法，做了一个模型（如图六），

第二天将它带到了课堂上，让学生重新理解了柱体有“一对平行、大小相等、形

状相同的面”的特征。让质疑的学生终于心服口服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老师遇到课堂上难以解决的突发问题时，忌将结论强加给

学生，或急于下结论，而应该留给自己或学生课后去发现、研究、探讨，亦可借

助其他力量与资源来解决。 

 

 



 

 

 

 

 

 

 黑格尔说过：错误本身乃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环节。 

课堂上学生有错误是正常的，而学生的错误往往是他们最朴实的想法，蕴含

着对问题的思考，也不乏智慧的闪光点。作为一名好教师，在课前要能善于预计

学生易犯的错误，防患未然；在课中掌握应对学生错误的一般方法，即使面对突

发错误亦能引导辨析。如果教师能运用教学艺术，凭借自己的教学机智，敢于适

时让学生尝试“错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会是多姿多彩

的数学课堂！ 

                            

图五 图六 

上:正方形,边长 4cm 

下:梯形,上底 3cm下底 5 cm高 4 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