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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贵在善思巧问
——对“没有余数的除法的验算”教学的思考

贾利娟

（陕西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学校小学部，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节约》第二课时，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除法的内容，是在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的基础上，继续学

习除到被除数的某一位时不够商 1而商 0的除法竖式，能用估算、重算或用乘法对计算结果进行验算，逐步培养验算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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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学节约第二课时——没有余数的除法的验算，认真阅读

教参上：当学生不知道一道除法竖式计算是否正确时，我们可以通

过验算看结果是否正确。1. 估算：200÷2=100，502 比 200 大得多。

商肯定超过 100，得 26 不对；另外，从竖式中看，商的最高位是在

百位，商肯定是一个三位数，得 26 不对。2. 用乘法验算（用“商

× 除数”）：得 206 对不对呢？用乘法验算 206 乘以 2 等于 412。

用算式呈现计算的过程，得数 206 也是错误的。3. 重算：指重新再

算一遍，列出除法竖式算式再算一遍，对比错误算式找出错误原因。

 用竖式计算并验算：在计算和验算后发现错误，要检查错误

原因并进行改正。可以选择估算、用乘法验算或重算验算等。我

采用了按喜欢方法验算的分组对比的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说明。

1. 用估算的方法来验算：

2. 用乘法验算（用“商 × 除数”），喜欢用的孩子多，而且

是一种正真能起到验算作用的方法，在运用时比较省时、比较合理、

比较简单验算准确度高的验算方法，我认为是最好用的一种方法。

3. 重算：指列出除法竖式重新再算一遍。学生列竖式计算并

用列除法竖式重新再算一遍验算时，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两次出

错是同样的，达不到检查第一次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的目的，因为

它的效果较差。

在学生的作业评阅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认为“没有余

数的除法的验算”。

1. 用估算的方法来验算：估算在确定上是几位数和大约是多

少方面用，能帮助学生确定商大该是多少？但起不到真正验算看

计算的商是多少？对不对。如果算时商只差几或几十时不能真正

的起到正确验算的目的和作用。

 2. 用乘法验算（用“商 × 除数”）是一种正真能起到验算

作用的方法，在运用时比较省时、比较合理、比较简单，是最好

运用的一种方法。

在教学时这 2 种方法都给孩子，让孩子们明白运用的方法、

侧重点和特点，但要区分这 2 种方法的不同，同时对于三年级的

孩子来说，必须得优化在运用时最好运用第 2 种用乘法验算（用“商

× 除数”）方法验算。 

一、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会算一位数除多位数的除法，会

进行相应的除法估算与验算。

 平常的计算中我都要求学生对题目先进行估算，快速决定结

果的大致范围，然后进行准确计算，在与估算结果相对照来检验

计算的准确时性是学生的错误率降低，效果比较好。这也正是我

们运用的第一种验算方法，用估算的方法来验算的依据和要求；

运用的第二种：用乘法验算（用“商 × 除数”）来验算方法是笔

算的部分，它更是课标中要求必须掌握的。

二、资料证明除法的验算，没有余数时把商与除数相乘来验算；

有余数时，可把所得的商与除数相乘再加上余数来验算。

1. 什么是除法？什么是有余数的除法？一个整数除以另一个

自然数，并不是永远可以得到整数的商。例如，32 除以 5，得不

到一个整数商，而只能得到一个不完全商（6）和一个余数（2）。

一般地，被除数 = 除数 × 不完全商 + 余数。

2. 在整数的除法中，只有能整除与不能整除两种情况。当不能

整除时，就产生余数，所以余数问题在小学数学中非常重要。余数

有如下一些重要性质（a，b，c 均为自然数）：（1）余数小于除数。

（2）被除数 = 除数 × 商 + 余数；除数 =（被除数 - 余数）÷ 商；

商 =（被除数 - 余数）÷ 除数。根据上述关系，可对有余数的除法

进行验算。在做完有余数的除法之后，可把所得的商与除数相乘再

加上余数。如果计算是正确的，求出的结果应该等于被除数。

 3. 根据有余数除法的定义可知：在有余数的除法中，被除数

等于除数乘以商再加上余数；除数等于被除数减去余数再除以商；

余数等于被除数减去除数与商的积。根据上述关系，可对有余数

的除法进行验算，可把所得的商与除数相乘再加上余数。如果计

算是正确的，求出的结果应该等于被除数。这也正是我们运用的

第二种方法，用乘法验算（用“商 × 除数”）是一种正真能起到

验算作用的好方法的依据和要求。

 三、结合我的教学实际和教学经验，在学生作业中运用了实

验对比的方法，对学生的数次竖式计算并验算的作业，运用三种

验算的方法进行对比，进行数据整理和实验验证，用真实的数据

说话，对于我带的三年级两个班的孩子是这样的实验数据和结果，

所以，我查阅资料、思考、判断得出前面所说的结果。

我们教师在教前想、在教中学、在教中问、在教后悟、在教后思，

每天多一点点思考和探究，多一点点善思和巧问，会使我们在课

改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沉稳、更自信。

参考文献：

[1] 顾小义 . 巧问引思——例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 [J]. 新课程（上），2018（11）：223.

[2] 房久波 . 巧问引思	由思见解——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对学

生问题意识的培养策略 [J]. 考试周刊，2018（A2）：85.

[3] 冯桂群 .	建构“三动”课堂 , 让学习真正发生——“有余

数的除法”教学实践与思考 [J].	小学数学教育，201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