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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巧用数学活动经验，提高学生计算能力
——《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笔算》的教学思考

王娇娇

（甘肃省兰州市三十五中教育集团东岗小学，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数学活动经验是源于数学学习过程的经历、基于数学

实践活动的、具有较强个体性的感受与体验。重视学生的数学活

动经验的积累与应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提升数学能力，

有利于学生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思维思考世界，用数学

语言表达世界，它强调了学生学习数学是一个现实的体验、理解

和反思的过程，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生本教育理念下有

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对于小学低年级的计算课的教学来

说，充分利用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让学生经历完整的认知过程，

加深了对算理本质上的理解，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结合笔者的教学实 践和反思，巧用数学活动经验的步骤——唤醒

学生的知识经验、动手操作中积累经验、反思总结提升经验、联

系生活内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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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确指出：“通

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

发展所必需的数学活动经验”，数学活动经验是数学学科的核心

素养之一，它是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学生

自我成长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计算是数学知识的重要方面，是基本的数学能力之一，也是

学习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基础，学生计算能力的水平大小对学生的

学习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学好计算非常重要。作为一线的

数学教师来说，在教学中不断探索如何有效的利用学生的数学活

动经验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生计算能力现状分析

两位数加减不仅是两位数加减和整数小数的巩固和应用，也

是学习多位加减的基础。也是乘除运算的基础，是承上启下的纽带。

因此，这部分的学习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学生计算的准确性和速度。

在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教学中，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

和两位数减两位数的退位减法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学生在计

算中容易失分的部分。计算教学的本质就是要帮助学生深刻理解

算理、熟练掌握算法，纵观学生学习的过程，导致学生出错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轻视算理

在数学的定义中，“算理”是指四种计算的理论基础。如果

说算法是为了解决“如何计算”的问题，那么算理就是解释“为

什么要这样计算”的数学原理，是学生计算能力形成和提高的有

力支撑。

在计算课的教学中，一方面学生对计算课的学习功利性较强，

认为掌握了计算方法就可以了应对计算了，对算理的探究不够深

入，另一方面教师对计算方法强调的更多一点，在课堂上留给学

生感悟与理解算理的时间和空间不足，在算理方面对学生缺乏针

对性的指导，导致学生对计算过程含糊不清，难免在计算中出现

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长此以往计算能力根本得不到提升，还有可

能影响后续学习中需要大量计算才能完成的学习。

（二）算理不明

学生经常会在计算中反复出现类似的错误，比如：数位对不齐、

进位不加、退位不减、运算顺序错误…每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不

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容易将错误的原因归结为“粗心”，究其原因，

实际上，学生只是简单地掌握计算方法，机械地反复练习。

学生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导致部分学生不明算理，在计

算中照猫画虎、反复出错，严重影响了计算的准确性，虽然浪费

了大量的练习的时间，但是没有学习的效果，导致学生的计算能

力不断下降，这种缺乏深度思考的计算课的学习，不利于学生计

算思维的培养。

（三）缺乏兴趣

计算机课比较枯燥。如果教师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让学生自主探索和交流，那么学生在课堂上就很容易走神。

也容易失去对计算的兴趣，他们越不感兴趣，他们就计算的越不

准确，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小学数学计算主要是基于数字

的概念和算法。

如果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数字的概念和算法，并透彻地理解

它们，学生就找不到成就感，就没有学习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流

逝，学生们会感到无聊。这种教学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

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的学习潜力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为了调动课堂上每个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可能地开发

自己的潜力，让学生学得更好，在计算教学中有效利用学生的数

学活动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教学的本质是帮助学生理解数学，

掌握算法。有效的数学活动体验是把握数学本质的支撑。学生在

做中学，在做中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优化了数学

思维的过程。结合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巧妙运用数学活动经验是

提高学生计算 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巧用数学活动经验的步骤

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包括数学经验和数学思维经验，这些经

验在计算教学中往往被忽视，但通过深度思维贯穿计算脉络是实

施深度切割的重要基础，是真正提高学生计算能力的有效途径，

是发展学生思维和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载体。根据笔者的计

算课程教学，有效利用数学活动经验提高学生计算能力的步骤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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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唤醒学生的知识经验。

由于计算内容的系统性、连贯性很强，前面学习的计算知识

是后面学习的“生长点”，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学生新

知的学习扫除思维上的障碍，为算理的理解提供支撑。

例如：在进行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的教学中，我是这

样导入的，让学生用画图的方式表示 5 和 23，有的学生画了小棒图，

有的学生用数位加圆圈来表示，有的学生画了计数器，通过画图

的方式唤醒了学生对数的意义的理解（即：个位上的数表示有几

个一，十位上的数表示有几个十。），同时我还设计了两道计算题，

一道是 14+8，另一道 14+80，让学生快速口答，并说说自己是怎

样算的，唤醒了学生已有的计算经验，为后面学生  理解进位加的

算理做准备。

（二）动手操作中积累经验。

数学中的很多知识是抽象的，对学生来说，如果没有了深度

的思考，这些抽象的数学知识就变得枯燥乏味，甚至有些还很难

理解。

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创设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在教学

加法和减法的过程中，都借助了小棒、圆片等直观教具，让学生

进行操作活动，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中去观察、猜想、

验证、总结，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数学体验。

比如：这学期有幸听了一节教研员王瑜老师的一节万以内数

的加法的课。在计算 171+34= ？的时候，她让学生把计算的过程

画出来，然后让学生展示自己画出来的作品，并且描述自己的计

算过程。

这个学生画了小棒图，一大捆表示一个百，一小捆表示一个

十，一根小棒表示一个一，173 里面有一个大捆、7 个小捆、1 根

小棒，34 里面有 3 个大捆、4 根小棒，他说，我是这样算的，1 根

和 4 根，合起来是 5 根，7 小捆和 3 小捆合起来是 10 小捆，10 小

捆就可以捆成 1 大捆，刚才捆成的一大捆和原来的一大捆合起来

就是两大捆，所以一共有两大捆、和 5 根，是 105 根。

接着，学生还展示了用计数器、数位来表示的方法，让学生

在操作与交流中理解了相同数位要对齐的必要性和十位相加满十

要向百位进 1 的道理，王老师的课堂没有让学生仅仅停留在“动手”

这个层面，她接下来让学生用笔算的方法来计算，引导学生思考

如何在竖式上将进位的过程反映出来。

学生展示了自己笔算的过程后，王老师问同学们：“你们还

有什么疑问？”一个孩子站起来说：“为什么十位上是 0 ？”

有了操作的过程，另一个孩子结合小棒图说 7 小捆加 3 小捆

就是 10 小捆，10 小捆就是 1 大捆，也就是说十位上的 7+3=10，

十位满十就要在百位上进 1，这里的 0 是起到了占位的作用，这

个孩子说的多好呀，在这个过程中，王老师将学生的实践操作与

数学表达、学生的积极思考结合了起来，让学生在主动的，互相

启发的学习活动中加深感悟，关注了学生对计算过程的理解。

（三）反思总结，提升经验

数学课堂需要学生动手操作，需要学生亲身经历、更需要学

生自己去反思总结，获得具有数学本质的数学活动经验。在学生

学习完一节计算课之后，要让学生自己来说一说：

在计算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这样行不行？

为什么？

让学生讲讲其中的道理，例如，在学习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

加法后，学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对齐相同的位置

（1）相同数位对齐

（2）从个位加起

2. 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 1，进位的 1 在十位相加的时候不

能丢掉。

这时，老师会继续问：

为什么同一个数字要对齐，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那我们为什么从那个地方开始呢？我必须从那个地方补充

吗？ ( 而不是从 1 的地方加，进位加法必须从 1 的地方开始，因

为要进位的时候不方便从十的地方加。)

为什么要加十位的时候要往十位上带 1，要加十位的时候要

往十位上带？ ( 十进制 )。

通过这种思考，和深度思考，学生认识了知识的本质，原来

每一步计算的背后都是有道理的，同 时培养了学生对计算课的兴

趣。

（四）联系生活，内化经验

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数学，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有效地利用生

活实际中的实例进行教学，比如在教学退位减的时候，让学生结

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提一个用退位减解决的数学问题，学生的积极

性立马被调动了起来，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想法，迫不及待地想要

和大家分享。

学生的问题渗透在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学生还运用

笔算的方法进行了计算，整个过程，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到了退位

减的数学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学好退位减的计算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计算，使得枯燥的计算变得生

动、具体、有趣。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学生的计算能力的提高要基于学生的数学活动经

验，促使数学活动经验发生“唤醒——积累——提升——内化”，

这样的计算教学，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深度的学习中

抓住了计算的关键和本质，同时，使本来枯燥乏味的计算课的学

习简单明了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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