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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算为镜，可以探数魂
——对人教版四年级上册乘法计算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傅海珍　曹炼壹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四明山路绍成小学，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文章从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乘法计算教学出发，从四上数学书教材乘法计算编排内容入手，寻找书本编排的漏洞，适当补充

计算教学内容，提升学生运算能力，建立完整的计算体系。融通乘法的内在联系，进行内容重构，从而提升学生的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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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在计算器强大的计算功能，很多专家想让孩子们减少

一些不必要的繁琐计算，于是在编写四上乘法教材时省略了一些

乘数是三位数的乘法。而在六年级圆的面积周长计算，圆柱圆锥

的表面积、体积计算中出现了很多两个因数都是三位数和除数是

三位数的除法，在初中、高中的学生反馈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计算

缺陷的问题。笔者对这个现象产生了一些教学想法，现对部编人

教版教材四年级数学教材中的乘法计算部分进行的一些实践经验

和做法，可与大家做一小小分享。

一、单元整合，适当补充，提高乘法计算能力

学生在三年级下册已经学过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教

材通过估算、笔算、计算器验算三种方法让学生了解了是如何

计算的。笔者让学生回忆起先用第二个因数的个位去乘第一个

因数的每一位，再用第二个因数的十位去乘第一个因数，十位

乘得的积要和十位对齐，再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看似很简

单的计算方法，然而有学生不知道进位写哪里，有学生用第二

个因数的个位乘第一个因数的个位、十位、百位，这步还没完成，

又用第二个因数的十位去乘了（也就是把百位漏乘了）。在学

生犯的各种错误中，以连续进位为甚，而书本上这样难度的练

习又少之又少。

练习中的 87×165，如果不交换位置学生会算吗？ 160×60 如

果要求验算又该怎么算？因此在第一节课讲完算理后，笔者又让

学生验算一下例题 12×145，这时很多学生就不能像例题 145×12

一样快速完成了。很多孩子的验算只是照抄一遍，从而也让笔者

意识到第二个因数是三位数的乘法也是有必要教的，因此笔者在

这节课上调整了一下教学安排：

1. 教例题的方法和算理。

2. 用书上的做一做及时进行巩固。

3. 加 大 难 度， 设 计 连 续 进 位 的 三 位 数 乘 两 位 数， 如：

789×96=（），这对口算能力比较差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笔

者可以建议他们把每一次进位写在竖式旁边。

4. 要求验算刚刚做的例题。

问：你们会怎样验算呢？（很多学生都知道交换一下因数的

位置，但不知道怎么乘）这时教师引导：第二个因数是两位数的

时候，我们先用个位上的数去乘第一个因数，再用十位上的数去

乘第一个因数，那现在我们可以怎样呢？

生：可以再用第二个因数的百位去乘第一个因数。

5. 因数中间有 0 和末尾有 0 的乘法计算的突破

再回顾整个单元的练习，我们可以发现三位数中间有 0 的乘

法共有 12 道，所占比例也较大。如果把解决问题和笔算练习合

在一起，因数中间有 0 和因数末尾有 0 的计算约占了所有练习的

50%，从中可见编者对因数中间有 0 和末尾有 0 的乘法是非常重

视的，而学生的错误率却非常高，0 的漏乘和少写可以说是屡见

不鲜。

例题 160×30=（   ），很多学生在竖式中只写了 1 个 0，这

里笔者在教学中是这样处理的：1）让学生自己尝试计算。2）辨

析两种计算的答案 480 和 4800 到底哪种才是对的。学生在辨析中

得到了认识。虽然此时学生还没有学过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但

是他们有能力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得出这一规律。练习设计中笔

者 安 排 了 314×60，3900×40，450×230，2300…0（100 个 0）

×300…0（100 个 0）等题目来完成学生对因数末尾有 0 的乘法计

算方法的深化。106×30=（），笔者在教学这个例题时进行了改编，

选用 203×36，书中因数中间有 0 的乘法都是例题这种形式，所以

我对练习同样进行了改编，加入了挑战题 6008×45，4051×67，

309×402。这样既复习了上一节课因数中有三位数乘三位数对位

方法的内容，又对本节课中间有 0 的乘法进行了强化。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在做题中出现的错误，再进行错题解析，让学生吃此堑，

长其智。

二、“估算”和“笔算”衔接，提升运算能力

口算、笔算、估算是计算中的三宝。笔算和估算能相互促进，

相互检验。培养估算意识，要让学生体会估算价值的同时也要认

识到估算不是独立的，估算和笔算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最终提升

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和运算能力。

作为数学教师，大家应该对计算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在数学

的大门里，计算小到 1+1=2，大到陈景润先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时几麻袋的计算稿纸，黎曼猜想中零点的数值让当今的计算机也

毫无办法。生活中的计算同样处处可见，随时听闻，小到菜场大

妈卖菜的一葱一蒜，大到航天飞船、航空母舰各个零件的精密数

据等等。计算是理科和工科的基础工具，是每一条重要理论与每

一个重要发明的基本构成。而在笔者的大脑思维中，我认为计算

是数学的灵魂，以算为镜，可探索数学之魂，叩开数学大门。没

有计算，数学这门学科将溃不成军。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更应该

担任起打好学生计算基础的义务，让每位孩子在学海之涯中飘得

更稳，行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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