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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数学教学，除了要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培养学生的
多方面素养。计算能力的养成则是数学科目的教学重点，是小学
阶段的能力培养重点之一。小学生的思维活跃、求知欲旺盛，教
师需要利用学生这一阶段的认知优势，把握时机，培养学生的计
算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计算习惯，在帮助学生提升计算效率的同
时保证计算的精准度，这正是计算教学的目标所在。

1  小学数学教学中计算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分析
数学科目在小学各个学科当中有着重要地位。学生在这一时

期，学习兴趣浓厚、乐于接触新的事物，这正是为学生打好数学
知识与能力基础的关键阶段。教师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做好数学
知识教学，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探索意识、抽象
思考能力、计算能力等等，计算能力的培养更是重中之重。为了
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教师首先必须要认识到计算能力的重要性，
对于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能够让学生的思维更加敏捷，在更快
完成计算的基础上，保证计算的精准度。为此教师必须要落实相
应的教学引导措施，培养学生的计算意识与习惯。要让学生打好
计算能力基础，才能跟上后续的教学进度。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计算能力的策略探讨
2.1培养正确心态
计算教学是一个难免枯燥的过程，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

说，因这一阶段学生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明显，所以对抽象的数字、
符号、概念更是难以理解的。而为了引导学生以更加良好的心态
掌握计算技巧，教师需要首先缓解学生的畏难心理。为此教师应
当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小游戏，让学生感受到计算的趣味性，同
时缓解学生心中对于计算错误的恐惧心理。例如可以参照青蛙过
河以及警匪追踪等打字竞速类的游戏，寻找计算竞速类游戏，这
样能够更快激起学生对于计算的兴趣。让学生全心投入到快速计
算的过程中，进而忽视对于计算错误的恐惧。换言之利用游戏引
导学生进行快速的、集中性的思考，能够避免学生受到不必要的
情绪干扰，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计算上，这样的专注态度，是对
学生会能力强化最为有利的，特别是基础薄弱的小学生，更要通
过注意力的引导，培养专注的状态，才能算得更快更准。

2.2直观引导学生
在实际开展计算教学时，教师为了加深学生的理解，引导

学生逐渐将抽象与形象要素关联起来，进而加快计算的速度，
保证计算结果的精准性。例如在学习最基本的加减法计算时，
教师直接给学生看算式，学生可能是迷茫的，但是如果教师利
用最直观的动画去展示增加与减少的过程，则能够让学生直接发
现数字的变动，更快得出计算后的结果。因此教师在实际开展
教学时，应当积极应用直观的要素去引导学生，让学生通过更
加直接、简单的方式去了解计算的基本原理，而后教师可以逐
渐将抽象与形象的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抽象计算能
力，让学生逐渐摆脱对于直观认知方式的依赖。例如可以让学
生用数字+ 图像结合的方式去计算。在算式当中，将其中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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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除去知识的积累，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培养同样是关键目标。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计算习惯，提
升学生的运算速度，应当采取针对性的引导方式，提升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水平。只有学生的思维更加灵敏、计算能力得到强化、养
成计算的习惯，才能在提升计算效率的同时保证计算的精准度。因此需要对这一课题展开针对性的探讨。

【关键词】小学教学；数学教学；计算能力

以数字的方式展示，另一项则利用图像去展示。例如5+6 可以
用五个小豆子+数字6的形式去展示，在学生逐渐熟悉数字之后，
再用全数字的算式去计算。

2.3培养计算习惯
任何能力的养成，包括计算能力的养成，都与学生自身的

习惯有关。教师要从习惯的培养开始，强化学生的计算能力，才
能让学生对于数字的敏感度更高，学生的数字敏感度越高，计算
的效率与精准度越高。但是学生在课上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因
此教师必须要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时间与素材去培养学生的计算习
惯。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记账本的任务去培养学生的计算意识与能
力。为了让学生对于记账的热情被激发，教师可以为每个学生下
发一本小巧美观的记账本，主要用于记账。每周教师可以通过审
核学生的记账情况去了解学生的记账情况，核对学生的账目结算
结果，出现计算错误及时引导更正。随着计算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学生才能养成计算习惯。

2.4做好错题总结
错题的总结，是计算教学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对于小学生

来说，对于错误的总结，以及反复的训练，能够有效提升其思维
的敏捷度。为了帮助学生总结错题，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经常
开展计算训练，即便是同样的题型，也要进行多次练习，以便掌
握学生的错题规律。为了帮助学生总结错题的规律，随着学生的
练习量不断增加，教师对于学生常错题型的总结也能够更加精准。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使用专门的错题本，将自己的错题记录下来，
并且定时上交，以便总结错题信息，随着学生常错题型的不断明
确，教师应当制定针对性的纠错引导计划，帮助学生摆脱思维的
误区，自然能够提升计算的效率与准度。换言之教师需要了解学
生在计算过程中的思维误区在哪，并且帮助学生走出思维的误区，
让学生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进步。

3  结语
计算教学是小学阶段数学教学的基础环节，是需要渗透在小

学数学教学全过程以及学生日常生活的教育。教师为培养学生的
计算能力，需要作出长远的规划，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养成计算
的意识与习惯，通过不断训练以及经验的总结，让学生的计算
能力真正得到进一步提升。随着学生计算能力的强化，在学习
其他数学知识时，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会事半功倍，这正是计算
教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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