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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教材做中學，錯中學 

掌握 3原則，讓「有效訂正」成為學習助力 
愛因斯坦說：「一個人如果從未犯錯，代表他從未嘗試新東西。」如

何從錯誤中學習，是孩子成長之路的關鍵能力。 

孩子作答錯誤時，他的大腦會活化起來。「我為什麼錯了？」、「我錯

在哪裡呢？」活化之程度，遠比答對時還多；因此，當有錯誤，就要立

即回饋、修正，避免錯誤的神經迴路形成緊密連接後，改不過來。 

從錯中學，是很好的學習方式，父母在陪著孩子訂正時，切忌「究

責」，流露出不耐煩或「懲罰」孩子的意圖，免得孩子心生恐懼，不敢再

多嘗試，反而扼殺了學習。  

原則 1：注意「what」，搞清楚「錯了什麼」 

訂正第一個關鍵，是確認「到底哪裡寫錯」，若還不清楚正確答案，

別急著教，而是讓孩子試著去想、去找答案，也讓孩子學著承擔學習責

任；萬一真的需要協助，大人再出手。 

倘若是字音字形等題目，寫上正確答案後，要記得多練習幾次，確

保寫入腦中的答案是正確的。至於是非題、選擇題、計算題等等，可以

不擦掉原本答案，直接用藍筆訂正，而且除了正確答案外，最好能把答

題原因或思考過程也寫下來，有助於釐清思緒、加深印象。 

原則 2：釐清「why」，確認「為什麼會錯」 

出錯的原因，是粗心、還是真的不懂？粗心又分為筆誤、眼花、算

式寫太亂導致算錯等等可能性；至於「不懂」，則大致分為不熟悉題型、

看不懂題目的敘述，或是還沒澈底弄懂考題牽涉到的知識點。 

例如數學的應用題錯了，可能是粗心算錯，也可能是「中文轉數字」

的理解問題，或不熟悉題型，或沒弄懂相關數學原理……一定要聽孩子

說作答時是怎麼想的，確認出錯原因後，大人才能對症下藥來教孩子。 

原則 3：找出「how」，思考「怎麼做會更好」 

訂正不只要學會正確答案跟解題方法，還要進一步思考「怎麼做會

更好」，「以後碰到類似的題目，該怎麼做才不容易出錯？」、「現在你學

會了新的解法了，跟舊的解法有什麼差別？」這能幫助孩子發展出自己

的學習策略，對後續的學習極有益處。 

在孩子犯錯時，大人可以跟孩子說「只要我們想辦法弄懂，下一次

就會更好囉！」當孩子進步時，則可以說「你進步了，因為你很努力把

不清楚的題目搞懂，下一次會更好！」大人也要試著放下對分數、排名

的焦慮，引導孩子「自己與自己比較」，慢慢建立「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

的我多學一點、多會一點，就會愈來愈進步、愈來愈好」的觀念。 

寒假不休會，持續學習精實國語、數學，累積扎實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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