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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备受关注的“新高考”方案增加了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的要求。其中提出，从 2020 年起综合素质评价将纳入高校录

取参考 [1]。

笔者原创的纠错反馈单定会为这个理念埋下一颗成功的

种子。

在实践之前，笔者做了两份调查问卷来分析传统错题本

存在的优点与不足，数据整理如下（如图 1、图 2 所示）。

关于错题本使用情况的调查 ( 学生版 )

（1）你使用过错题本吗 ?  

（2）你能每天坚持整理错题本吗 ?  

（3）你认为错题本对提升学习成绩有帮助吗 ?  

（4）你会经常找教师或家长检查你的错题本吗 ?  

（5）你使用错题本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 ?  

（6）你使用错题本改错题的印象深吗 ?  

图 1 关于错题本使用情况的调查（学生版）

关于错题本使用情况的调查 ( 教师版 )

（1）你要求学生使用错题本吗 ? 

（2）你觉得错题本能提高学生成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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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会定期检查学生的错题本吗 ?   

（4）你觉得学生完成错题本的态度认真吗 ?   

（5）你是否会强制学生使用错题本 ?   

（6）你会对学生的错题进行过积累总结吗 ?   

图 2 关于错题本使用情况的调查（教师版）

学生和教师对错题本都近乎绝对的认可，纵观中国国内

近有 200 家中小学坚持不懈地使用错题本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笔者对错题本的不足归纳如下：一是有时会产生纸上谈兵机

械模仿。二是学生查找不便，教师批改不便。三是学生纠错

有时是被动的，印象不够深刻。四是对错题本中的错题纠错

几率为零。五是这种纠错缺少交流，这是不会发声的纠错。

因此，笔者对以上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也就形成了现

在的纠错反馈单。纠错反馈单使学生与教师零距离沟通，让

学生给教师讲错题，每日都需得到教师签字才可通过，真正

与新高考政策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对接 [2]。

对比 纠错反馈单 错题本

互动性 学生与教师互动充分 互动不足

学习效果 教师签字保证质量
学生偷工减料效

果差

创新性 本人首创使用 方法老旧

实用性
“会说话”还可以给错题本再纠

错
一般

相关性

新高考政策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包

括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

价和家长评价

微不足道

2 建立使用纠错反馈单

纠错反馈单从首发到全校熟练应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

图 3 纠错反馈单

第一版“纠错反馈单”，计分单 + 对号（如图 3 所示）。

使用说明：在教师的计分单上画对号，笔者想教师们都

用过这样的计分单，笔者只不过在分数的背后有跟踪反馈（所

谓的补考），这一环节对学生就是纠错的环节，当然多数是

被动的，这种纠错多数需要书面表达，学生纠错后笔者会在

原分数上打一个对号，这样纠错就完成了。

这种被动的纠错学生自己改了什么，教师又评价了什么，

对今后的教学又有什么帮助，时隔几日笔者是全然不知。因此，

笔者开始了对纠错反馈单使用方式的进一步探索 [3]。

第二版“纠错反馈单”，改变了第一版的不足，对学生

纠错内容教师评价有一个明确的记录，更注重知识点的分析

和纠错。

第二版数学纠错反馈单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二次根式的概念

二次根式的计算

最简二次根式

同类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的应用

使用说明：根据每天所学的知识点所配套的小考找出自

己的错题，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纠错。在纠错的同时达到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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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评，生生互评的学习效果。规定如下：每个学生可自己

到教师面前主动纠错，教师给予签字认可（表现突出的还可

以给一个表情，这里的突出既可以是质量上的突出，也可以

使数量上的突出），这是方式之一。方式之二就是把自己的

错题讲给两个同学听，然后三个人一起找教师签字，教师根

据情况可适当抽考。这两种方式使这版的纠错反馈单使用的

更贴心、更有效。同时教师也不断积累，为自己的教案增添

新的内容。

第三版“纠错反馈单”，对数学纠错的范围扩大化，还

可以对错题本上的错题再纠错。

第三版纠错反馈单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课提问
作业本

一模试卷
分类精选
错题本

使用说明：第三版和第二版是同时使用的，而第三版更

侧重于质量。传统观念认为，错题本上的错题纠错是最终目

标，其实不然，错题本中学生们还有错题，这也就正是错题

本和纠错反馈单的显著区别吧。扩大了纠错范围后 360°全方

位扫描错题的来源，还可将所有错题进行归类，同时也可以

看到同样的问题出现多次加深了学生对错题的深度反思。对

两次以上出错的题也会主动进行深度反思，这难道不是打破

了纠错的被动性吗？笔者也曾遇到过有的学生同样问题出现

多次时主动来找笔者请教，与笔者沟通。我们边交流边分析，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二、三版的所有错题除了会记录在教案上，

笔者还会编制错题集形成错题库与本校教师资源共享。

3 如何管理纠错反馈单

习惯教育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习惯都要靠后天养成，习

惯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具有可变性，因此我

们需要重复创设同样的情景进行长期的坚持。我们建立“纠

错反馈单”的同时，还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在笔者的推动下，全校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具体使用细

节如下。

学校统一行动，统一印刷专门格式纠错反馈单。由教师

自行安排，根据学生学情及班级特点自制并使用纠错反馈单。

每周选择成功的案例粘贴挂榜。

4 纠错反馈单成果展示

班级的同学在考前每天坚持使用纠错反馈单，中考时都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也令笔者颇有成就感，不得不感叹小

小的纠错反馈单竟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个人业绩 数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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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天的实践，笔者在初二年级推广使用笔者的纠错

反馈单，有了初三成功的经验，纠错反馈单在初二年级也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详情见下表）。纠错反馈单也得到了

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和领导的一致好评。

学生的纠错反馈单不断积累归纳按课时总结配套的小考

和热点题形成了错题库供协作体内教师日常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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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区首席教师的评选过程中经验交流的材料。作为大

东区代表，高效课堂的先进教师参加中国教研活动。

4 经验应用价值

通过数学专题纠错编制错题集，形成错题库，供区域内

教师资源共享。其它学科值得借鉴做到教师教学有方向，学

生学习有目标。纠错反馈单是高效课堂的延伸，纠错反馈单

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升华的过程，可编辑成册，也可以作为

学生的第二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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