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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溯源算理生成乘法口诀的有效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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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学科的定理、法则、算理等知识的产生、发展及每个规则的确定都蕴含着深刻的数学道理。如何带领县域数学教师摒弃

传统数学课堂“乘法口诀”的教学误区，将新课标强调的运算教学理念融合到日常计算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促使学生更好地

掌握乘法口诀，把握表内乘法的本质，进一步培养引导学生挖掘隐藏在数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层次的数学道理，从而收获“明白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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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数学表内乘法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也是今后学习

乘、除法，培育学生运算能力核心素养的基础。7 的乘法口诀教

学在 1-6 乘法口诀教学难易程度上提升到一定的坡度。核心素养

视域下如何帮助学生经历填表、列式、编制乘法口诀的过程，让

学生在合作、探究中主动获取知识，在“创造”乘法口诀过程中，

深刻体会乘法口诀的来源和意义。近期组织了县域内核心素养视

域下“数的运算”为主题的青年教师技能大赛，下面以肖缦老师

执教的人教版二年级上册《7 的乘法口诀》为例，谈在核心素养

教学视域下溯源算理生成算法的有效学习路径。

一、探理求知   溯源乘法口诀的意义

（一）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

播放《七色花》动画视频，通过七色花的引入，借助大自然

的事物，紧密联系生活实际，感受数学之魅力，唤起学生走进生

活中感悟关于 7 的乘法口诀的数学情境。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

的学生，他们更多的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创设生动有趣的动

画情境，不仅能够很好地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更能够借助情

境帮助他们质疑追理。

（二）合作探究  自主创编乘法口诀

山区小学数学课堂常见的“7 的乘法口诀”教学，多数是课

堂中学生写出几个 7 是多少，再写出乘法算式，在已知几乘 7 等

于多少的乘法算式基础上，师生很快地自主创编出 7 的乘法口诀，

然后用大量时间进行各种巩固练习。学生牢记口诀，熟练应用，

教师胸有成竹，教学过程流畅，整个课堂一派祥和，皆大欢喜。

但肖老师在这环节牢牢用好情景设置中的“七色花”资源，凸显

两个层次帮助学生理解乘法意义。

教学第一个层次，教师通过提问：

①师：1 朵七色花有多少个花瓣？

②师：2 朵七色花有多少个花瓣？

学生在已有的表内乘法口诀基础上很容易说出答案。肖老

师再顺势引导学生思考：你是怎么知道的？从而通过直观实物

图学生很快就归纳 1 个 7 就是 7，2 个 7 就是 14。乘法算式就是

1×7=7、 7×1=7、 2×7=14 、7×2=14。顺利地探究出一七得七、

二七十四这两句口诀。

第二个层次，肖老师师在接下来的教学中，让学生继续通过

观察 1 朵、2 朵、3 朵、4 朵、5 朵、6 朵、7 朵七色花的表象，由

实物图引导学生观察，得出连加结果，填写表格。让学生独立创

编剩下的 7 的乘法口诀，再在小组内交流、展现编制和记忆乘法

口诀的方法。最后全班汇报展示，形成创编成果（如下表）。

由具体情境引出乘法问题，充分利用学习 2-6 的乘法口诀获

得的经验和思路，放手让学生自己创编乘法口诀，这一点对大部

分学生来讲并不是问题。但当教师让小组代表汇报编制的口诀及

分享编制方法时，学生不能清楚地表达完整。也就是说乘法口诀

的来源和意义，对于学生来讲还是模糊不清。教学中教师围绕乘

法口诀的来源和意义和全班同学展开讨论交流：

师板书“三七二十一”并提问：三七二十一，你是怎么想到

了编这句口诀呢？

生：3 个 7 相加的和是 21，我是用连加的方法计算出结果。

知道了这句口诀。

师板书“四七二十八”：四七二十八这句口诀，谁来说一下

是怎样得到的？有没有和刚才小朋友不同的方法呢？

生指着黑板上的“三七二十一”说：我是根据前一句口诀，

在 21 的基础上又加了 1 个 7 ，所以四七二十八。

师小结：有的同学用连加的方法知道了“三七二十一”，也

就是说每朵七色花是 7 个花瓣，三朵七色花就是 3 个 7 相加，也

就是 21 个花瓣。有的同学根据前一句口诀，运用逐个累加的方式，

也就是在 21 的基础上又加了 1 个 7，知道了“四七二十八”。你

们创编口诀的方法很巧妙。

师：接下来是哪句口诀？

生：五七三十五

师：谁来说一下这里的“五七三十五”。“五”和“七”表

示什么？

生：就是 5 个 7 的意思 。

师：那在这七色花里，“五”和“七”指的是什么？

生：“5”指的 5 朵七色花，“7”指的是每朵七色花有 7 个花瓣。

师：所以我们在计算 5 朵七色花有多少个花瓣时，也就是求

5 个 7 相加。就可以用到“五七三十五”这句口诀了。你们不仅

找到了口诀，还理解了口诀背后的数学道理，真了不起。

教师继续根据学生们的回答，把 7 的口诀及利用这些口诀能

计算的相应算式板书完整。

师：有了乘法口诀，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计算乘法算式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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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一句口诀可以计算几个算式？

生 1：两道算式

生 2：但是七七四十九，只能计算一道！

师：为什么？七七四十九，只能计算一道。

生：七七四十九，表示 7 个 7，两个 7 相乘，7 和 7 交换还是

7×7，所以七七四十九只能计算一道乘法算式。

肖老师聚焦本课的核心，始终以有趣的“七色花”为主线，

她没有满足学生能顺利地编出口诀，而是步步追问引导学生深入

对乘法口诀数学本质的理解。为学生创设可操作性、趣味性的问

题情境，使学生在独立思考、观察讨论、合作交流等自主探究的

过程中，使学生对乘法口诀的来源和意义的理解更深刻，培养了

学生分析、比较、推理、概括等多种逻辑思维能力。在编制口诀

的过程中，不仅加强了“几个几”与乘法口诀的联系，还感悟了

口诀之间的关联。顺理成章地理解了乘法口诀的来源和意义。这

样在探究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同伴互助、自我修订、

多维思考等优良品质。

二、辨析顿悟    深度理解乘法口诀

在理解了 7 的乘法口诀含义的前提下，教师设计了丰富有趣、

形式多样的练习，减少练习的盲目性，避免死记硬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练习效果。

首先教师通过“找朋友”的游戏，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好朋友，

也就是把自己手中卡片上的口诀与其他同学卡片上相应的算式及

积对应起来。

游戏规则：

①抽卡片②看自己的卡片③看别人的卡片④找到好朋友，手

拉手，站一排

有的同学找到了好朋友，有的没有找到好朋友。其中有一位

同学手中卡片是“四七二十八”，但是和“五七三十五”的小朋

友拉着手，于是其他同学就帮忙把“四七二十八”这位同学拉到

“4×7”的小朋友面前，教师追问：你们为什么好朋友？在同学

们的友爱互助下，熟悉了乘法口诀与乘法算式的联系。

接着教师播放数学日记（纠错），同时通过白板出示一副七

巧板，引导学生仔细听、认真看，对其进行纠错，提高学生的观

察和辨析能力。

师：我的女儿和你们一样，也是二年级的小朋友，她也学习

了乘法口诀，还写了一篇数学日记呢？我们来听一下吧。

播放音频：星期天，天气晴朗，妈妈带我逛超市，我不管

三七二十一买了好多东西，其中我买了六副七巧板，咦！我高兴

的想了想，我学过乘法口诀，“六七四十”一共四十块拼板。今

天真开心呀！

师：我听了以后，捧腹大笑！你们认为老师在笑什么？

学生纠错之后，教师继续追问：为什么不是六七四十？引导

学生理解，此时口诀的含义：每副七巧板 7 块拼板，6 副七巧板

的块数就是 6 个 7 相加，也就是六七四十二。从而又在学生已有

活动经验的生活情境中加深对口诀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下记忆

更深刻。

然后出示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如下图：问题解决），体会口

诀的作用，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学 生 方 法 多 样： ① 7+7+7+5=26（ 桶） ② 3×7+5=26（ 桶）

③ 4×7-2=26（桶）。对于方法①和②对比，引导学生发现乘法

计算简便，这就在新的情境中对乘法意义进一步理解。对于方法

③，引导学生理解：假设每层都是 7 罐奶粉，就是 4 个 7，但最

上面一层是 5 罐，还要减去 2 罐。不管哪种方法，通过学生说理，

都能促进学生对乘法口诀的理解，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此环节肖老师不是仅仅关注于学生运算技能的掌握，更注重

学生理解算理、辨析顿悟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在教学中要注重将

算理与算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培养灵活思考的能力，同时沟通

相邻口诀的关系，有助于熟记乘法口诀。

三、融会贯通  有效作业彰显思维课堂

前面的“过程”已带给学生对 7 的乘法口诀的体验、感悟，

带给学生数学活动经验。只有真正理解 7 的乘法口诀的含义才能

写出用 7 的乘法口诀来解决的实际问题。因此肖老师设置了新颖

的课内作业及课后实践作业。

练习最后，出示思考题，如下：

6×7=   5×7 ＋ 7=   7×7-7 =

通过用乘法口诀快速计算发现结果都是 42，教师提问：这里

有什么规律呢？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一句口诀的含义，不仅可以表

示几个几，还可以表示几个几加几个几或减几个几也等于几个几。

学生对几个几的来龙去脉获得了新的理解。融通乘法口诀中所蕴

含的规律，明白每一句乘法口诀注定不是孤立的，需要学生沟通

相邻口诀的联系，使得学生不会轻易忘记，可以节省学生的记忆

时间。又为以后学习乘法分配律做了较好的铺垫。   

课堂最后，教师布置了课后小试笔

师：小朋友们，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用你

数学的眼光在生活中找一找，用“七的乘法口诀”来解决的实际

问题，试着也写一篇数学日记。

肖老师整节课把 7 的乘法口诀“理”和“法”贯穿于课上、课下，

一节课下来看到了学生轻松快乐的神情。这些都源于肖老师舍得

拿出时间让学生有机会经历，有机会感受，有机会理解，有机会

创造。对算理的理解——架起一道思维的桥梁，起到支撑作用。

将学生的思维、模型的操作与数学的表达有机的结合。乘法口诀

的含义可以帮助我们熟记乘法口诀计算乘法的方法路径，更能诠

释 7 的乘法口诀这种方法又是由它的意义编制而成，具体与抽象、

算理与算法、常规算法与多样性算法的关系。

权威专家指出：要真正把“运算能力”作为数学核心素养，

就要从纯粹计算的外表进入到学生思维的核心，从教师的说教牵

引向学生自我醒悟的核心，探寻出山区小学数学运算活动中数学

思维课堂的学习路径，有效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也启发我们且

行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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