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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帝学

在高三每一轮的复习过程中，学生会在
各种专项练习、考试中出现一些做错的题
目。这些题目是教学中的重要资源。让学生
把复习过程中做错的题进行订正、收集、整
理，形成错题集，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无数教师和学生的经验都证明，用好错题集
的确能够有效提升学习成绩。

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错题集存在一
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搜集错题方式
单一、整理错题耗时较多、缺少统一规划使
用、缺少效果监控测评等。显然，在高考复
习阶段，要真正做到充分发挥错题集的作
用，我们应该正视问题的本源，从错题集的
品质、效益方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整体规划，让纠错转变为
教学常态
让学生体悟到不断纠错、建立错题集的

好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师要对其进
行整体规划。

在对一些学校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
好的做法。有的学校的错题本大小统一，栏
目细化、多样化，标注符号明确。有的学校在
错题本中还融入“温馨提示”“励志语”等内
容。有的学校的错题本采用活页的形式，便
于携带和增删。有的学校为了减少学生的誊
写时间，采用复印、剪贴的方式。在整理错
题的时间上，有的教师有意识地在课堂上留
部分时间给学生，或者每周固定留一节课给
学生整理错题。有的学校引导学生重视每个
学科的纠错，要求各个学科的教师都要把纠
错当作深度学习、自主学习的常态。

抓住典型，让错误转变为教
学资源
学生的错题常常是较好的教学资源。这

是教学的基本常识。优秀的教师总是善于捕
捉学生的一些典型错误，然后利用这些典型
错误展开教学。

一方面，教师可结合学生的某一错误，由
一道题到一类题，由一类题到解题思想与方
法的提炼和总结。这样一来，学生的一个错
误，就生长成了一个教学片段、一节课，甚至
一个专题。这种做法建构了学生的知识体
系，又让学生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认识。

另一方面，教师可针对学生的错误设计
一些专题，举行师生、生生之间的错题交流
活动。学生之间相互阅读、讨论对方的错
题，教师通过制作PPT或者直接投影的方
式让学生纠错。这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他人的
错误中吸取教训，习得解题经验。

持续跟进，让错题集经历
“薄”与“厚”的转变

学生的错题集与医生的病历本类似。医
生会对病历本中的各种病例进行研究。同
理，学生也应对错题集中的错题进行反思。
形成错题集这个过程，是由“薄”到“厚”
的过程。

当然，错题集不能一直“厚”下去。学
生在纠错过程中，能把那些不会的题目逐渐
变成会做的题目，不断地把一些错题移出错
题集。这个过程是由“厚”到“薄”的过程。最
后剩下的那些错题是“老顽疾”。针对这些

“老顽疾”，教师再对症下药，引导学生整理知
识点、体会命题思路、构建知识网络、总结解

题方法，直至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由“薄”到“厚”，再由“厚”到

“薄”。在“厚”“薄”之间的不断循环往复
中，学生提高了对错题集的建立、管理和运
用能力。

重视数据分析，让错题集从
“个性”走向“共性”

错题集的作用不只是错题记录，更重要
的是错题统计和错题分析。对错题进行统计
和分析是学生容易忽略的关键点。教师可以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拟定统计的方法和分析
的角度。比如在高三复习过程中，学生做高
考模拟试卷的次数较多。当模拟考试达到了
相应次数，学生的错误积累到了一定数量，
教师就可以适时引导学生从知识点、错误原
因、错误数量等方面去进行分析，进而寻找
到防止再错的方法。

每个学生的错题集都有个性特点。在教
学中，教师常常期望从个性化的错误中去寻
找一些共性错误。显然，这凭教师的一己之
力不易完成。这是错题集的使用难点之一。
当前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工具为错题的搜
集、整理、监控、测评提供了很多便利。一
些 APP、微信小程序可以将错题拍照上
传、分类、组卷，网上阅卷系统能生成关于
学生错题的数据信息。教师完全可以充分利
用它们。另外，每位教师都可以协同教研组
里的其他教师，把不同届学生的错误情况、
薄弱点进行整理，建立知识点、专题、同一
板块内容的错题集，更为便捷地找到学生们
存在的共性错误。

（作者系重庆市大渡口区教师进修学院
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四个转变”落实错题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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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三复习的过程中，做题出错不可
避免。高三复习，某种程度上，就是和错
题较劲并逐步消灭错题的过程。就笔者多
年教学经验，一个成体系的错题本，要比
市面上的教辅资料更有价值。

感谢错题——它暴露了不足之处

面对错题，我一直给学生灌输这样的
思想：幸亏不是高考，这道题目提前考出
了自己的薄弱环节，失误是考试的馈赠，
是前进的机会。

在实际复习操作中，对于错题，教师
要结合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讲评，要讲到
位，讲到学生的疑惑点上，讲到知识的关
键点上，讲到错题的失分点上，讲到考纲
的赋分点上。学生则要剖析自己的答案，
找到自己的得分“软肋”，明确自己犯错
的思维过程，摸清自己可能的增分点。

学生做题时出现错误，主要有以下三
方面原因。

一是知识漏洞。知识性错误是低层
次错误，也较容易弥补。对于模棱两可
的内容，一定要追根究底弄明白。一些
有难度的题目考查的是学生知识联结与
融会贯通的能力。知识有漏洞，就会妨
碍搭建知识的桥梁。碰到此类题目，不
妨静下心来冷静思考这个陌生知识和哪
些已有知识有关联，并尝试利用已知已
会的知识来推断。

二是审题失误。大多数学生常将此类
错因归咎于粗心马虎、不认真，实际上这
只是表象，内在本质还是审题不严谨，没
养成必备的学科素养。第一次接触该题
型、未读懂试题背后隐含的知识和思维方
法、看漏看错条件都有可能造成审题上的
失误。

三是思维偏差。如今的高考是无思维
不命题、无情境不成题，是典型的“三

反”，即反套路、反刷题、反死记硬背。很
多时候，学生做题出错时会抱怨：“想着做
过类似的题，这次就直接搬过来了。”“只写
了具体表现，怎么就忘了归纳一下？”“只看
到了这一面（段），另一面（段）怎么就忽
略了？”究其根本，是学生的直觉思维、形
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等思维品质的
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训练不够，提升不
到位。

整理错题——力求系统化个性化

哪些错题需要整理？一是很多人都做错
了的题，这是典型性题目。二是自己犯错超
过两次的题目，这是针对性题目。前者好判
断，一般在讲评时教师会指出该题有不少人
做错，这就是重难点题目。后者意味着出错
原因不只是粗心马虎，多次出错肯定是“事
出有妖”。当然，偏题怪题无需整理。

具体整理时，如果只是将题目和答案简
单地重抄或剪贴一遍，那么这种辛苦搬砖式
的整理，意义不大。一般来说，规范的整理
至少应包含题目、考点、错因、正解、注意
事项等要素。多年来，笔者一直指导、要求
学生这样整理错题。

一要标注知识点和难度类别。知识点就
是内容与考点，难度类别就是重点、核心考
点、高频考点、自我难点。发现探究错题背
后考查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提炼、
思考，熟悉考点、例题，建立完整的知识体
系，将同一知识点的错题放在一起，更便于
后续的复习和查阅。

二要反思错误的原因、类型。整理重在
反思，反思是试卷分析、错题整理的核心，
反思的要点是找到自己是在哪些环节出的
错，是切入点找错了还是知识漏洞、看错条
件、思路错误、答题角度重复、思路混乱
等，“知错”环节一定要明确。

三要解读并标注正确答案的得分原因。
规范的参考答案往往隐含着答题的角度，整
理时务必要“抠”出来，可以在参考答案上

勾出要点、关键词，也可以在一旁标注答题
要点、答题角度。

四要积累变式题。整理不是越多越好，
同类题目有一二即可，要考虑到变式题。因
为变式题的知识点、能力范畴、考查方式大
体相似，但题干表述的变化点、改进点往往
就是命题者设下的“坑”。

五要简洁明了。整理本是自己专用的，
务必做到要点清晰，一目了然。选择项可以
只誊录出错项与原文相关语句，冗长的题目
可以抄写一些主干、关键、重点的字句。学
生可以适当运用各类彩笔、符号来标注关键
信息、易错步骤、解题要点。实际上，每道
题的错误或关键步骤也就是那么一两处，应
明确标出来。

重做错题——不踏进同一条河流

错题整理了，如果束之高阁，则毫无意
义。整理不是目的，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才
是。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原理，错题也要
及时重做和复习。所以，教师要引领学生及
时开展“回头看”，有效复习错题，把错题的
最大价值挖掘出来。

作为教师，我的做法是把出错率高的题
目，或原题或同类题稍加改变，选编成“难
点突破”训练题，进行限时训练，或掺进周
测题里，让学生重做，以此检测学生的掌握
巩固程度，提醒学生莫忘错题，莫犯同样的
错误。

作为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可以盖住答案
重新独立做一遍，然后自批。做对的，可标
注难度降低甚至剔除出错题本；仍做错的，
标注出错点、出错原因，再搜集同类型试题
进行触类旁通式的训练，下次还应重点复
习。考前翻看错题本过一遍，比刷一套题或
漫无目的地去翻课本、翻试卷要有效得多。
翻看时，要重点关注那些似是而非的题目，
认为有必要的，最好重做一次。

（作者系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语文学
科教研主任、高级教师）

以知促行，挖掘错题的复习价值

聚焦高考错题复习·总体策略

张贤金 吴新建

在高考复习教学中，
各种模拟考试是检测和诊
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效
果的重要手段，试题则是
重要的载体。整个高考复
习过程中，每一名学生都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做
错的题，很多优秀的教师
提倡并指导学生形成错题
集。但是教师和学生又该
如何用好高考复习中形成
的错题集，却是一个需要
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思考的
重要议题。

陶行知先生在20世
纪就提出了“教学做合
一”的教育思想。陶行
知先生指出，“教学做是
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
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
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
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
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
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
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
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
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
为学。”

按照陶行知先生“教
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在教师和学生如何真正用
好 错 题 集 这 件 事 上 ，

“做”体现在教师和学生
错题集的规范整理和有效
使用上。具体来讲，教师
要整理形成并用好属于教
师自己的错题集，同时教
师要教会、学生要学会如
何整理和使用错题集。教
师如果自己不“做”，同
时也不投入精力来教会学
生学会“做”，那么错题
集的价值也就无法在高考
复习中得到充分发挥。

教师主动“做”：
发挥错题集的教学改
进功效

在高考复习中，很多优秀教师
提倡并指导学生形成错题集，这是
属于学生的个性化错题集。但是高
三教师中，有形成属于教师自己错
题集的并不太多。笔者认为教师要
实现精准教学和精准复习，应该充
分利用大数据个性化试卷批改分析
系统，有意识地收集整理属于教师
自己的错题集。这份错题集中，应
该有所教年段学生的共性错题、所
教班级学生的共性错题，也有属于
不同层次学业水平学生的个性错
题。在整理错题的过程中，教师要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的优势，
精准分析、把握住学生在问题解决
过程中的思维障碍，分析困难产生
的原因及其类型，并提出帮助学生
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策略和解题
思维模型等。教师的错题集应该保
持动态更新，以增加错题集的针对
性、时效性和实效性。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应该将自己
精心整理的错题集应用于自己的日常
复习教学。使用方法主要有以下几
种：一是，教师可以将自己整理的
错题集有选择性地分享给不同学业
水平的学生，学生们通过阅读教师
提供的错题集中的相关分析，可以
更加清楚地了解和掌握试题命制者在
设计试题的时候是如何思考的，对比
自己在解题的时候又是如何思考的，
寻找到这二者之间的偏差和不一致，
就能够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思
维方式；二是，教师可以根据复习主
题内容的需要，从自己整理的错题集
中精选若干同一主题的典型错题，设
计成一节某一主题的错题复盘课，带
领学生一起深入探索这一主题的典型
错题，学生们的解题错误主要错在
哪些地方，应该如何改正，从而强
化这一类型的错题的正确解题思路
和解题思维模型；三是，教师可以
根据高考复习的进度，每天向全班
学生展示若干道典型错题，特别是
高考真题中做错的题，并让学生来
说一说、评一评解题中自己可能会
出现的各种错误以及如何避免出现
这种错误；四是，教师将错题进行
改头换面，每个月让学生重新做一
下改编过的试题，并让学生对照原
题，检查对照一下之前做过的错
题，现在是否能够顺利解决；等
等。

学生学会“做”：
提升错题集的复习使
用效果

按照陶行知先生“教
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教师要教会学生“做”，
即形成并用好错题集，学
生则要认真地按照教师教
的方法，认真地形成并用
好错题集。

学生的错题集和教师
的错题集是不一样的。学
生的错题集不需要进行大
数据分析，更重要的是将
自己平时做错的题认真、
清晰、整洁、规范地整理
在专用的笔记本上。整理
的时候，要注意把原题摘
抄完整，写清楚原来错误
的答案是什么，试题正确
的答案是什么，并写好解
题反思。解题反思要重点
写清楚自己在解决这道题
的时候，原来是怎么想
的，这么想有什么样的问
题，存在什么样的思维障
碍，后来又是怎么想的，
以后遇到这类题应该如何
解决。这样整理错题集看
起来虽然耗时耗力，但是
却可以达到“解一题通一
类”的效果，可以真正实
现精解精练，从“深度解
题”到“跳出题海”。

学生要真正形成好的
错题集，可以多向学业水
平层次高的同学请教，欣
赏和学习一下他们是如何
整理错题集的，在对比中
寻找差距，在差距中找到
改进的方向。学生可以在
错题集中做一些标注，对
于确认自己已经完全掌握
的错题，可以进行“销
号”；对于自己还没有解
决的错题，应该重点关
注；对于出现变式就可能
出现错误的错题，应该加
强变式训练。

当前，虽然很多学
生在高考复习中也在花时间整理和形
成自己的错题集，但并不是每一名学
生的效果都很好。效果不好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错题集形成以后，如何使
用因人而异。有的学生只是把整理和
形成错题集当作教师布置的一项任
务，并没有深入思考错题集有什么意
义，应付完成，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的
效果。有的学生虽然也认为错题集很
重要，却不知道如何用好它。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升使用的效果：一是，学生有意识地对
自己的错题集进行分析和评估，可以分
析和评估一下自己每一个阶段、每一个
学科错题的数量变化情况，全面掌握自
己每一个阶段、不同学科的高考复习效
果，并对薄弱的学科有针对性地进行查
漏补缺；二是，学生可以对自己的错题
集中出现的错误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
评估自己的错误是知识性错误、方法性
错误、解题思路错误、计算错误、题目
信息理解错误还是完全不知道如何解
题，针对存在的错误类型有针对性地开
展刻意训练和专项提升；三是，学生可
以每天随机从错题集中选取若干道试
题，要求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重新
解题，并对照参考答案，比较一下自己
的解题过程是否做到了“规范解题、精
准表达”，以达到“会的全对”的目
的；四是，学生之间还可以交换阅读彼
此的错题集，通过看其他同学的错题
集，了解其他同学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举一反三，看看自己是否也
有这方面的问题；等等。

此外，“教学做合一”教学思想和
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教、学、评一体
化”理念是相通的。在教学中，教和学
永远都是同一件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在

“评”的助力下，真正实现“教、学、
评一体化”。高考复习中错题集的形成
和使用，是教师和学生在高考复习过
程中，要一起努力去“做”的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同时，教师和学生要在

“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不断反思
“做”的效果，即评估教和学的效果，
高考复习中教和学的效果才能得以保
障，高考复习才能真正走向“低耗高
效”。

（作者张贤金系福建教育学院理科
研修部主任、福建教育学院化学教育研
究所副所长，吴新建系福建教育学院基
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福建教育学院化
学教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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