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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初中学生运算能力的提高 
张莉亚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土桥中学  711304） 

关于数和式的分解变形在解运算或证明题时,学生的运算能
力慢得奇，感到困难甚至觉得无法下手,因此教学中应该加强分
解变形能力的培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培养运算信心，使学生敢于动手： 
要千方百计使学生动手，引导他们从一些简单题入手，不

断提高运算的速度、准确性，让每个学生相信：只要基础扎实，
基本功熟练，就不怕运算，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
学生积极的态度，良好的心态，锲而不舍的精神，吃苦耐劳的
意志和品质，让学生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享受运算的乐趣。
在课堂教学中使他们随时做好运算的准备。鼓励学生运算到最
后一步，同时教师应做一个善于算、敢于算的人，着重运算的
过程，让学生充分体验成功的喜悦。学生缺乏耐心就意味着放
弃。对很多初中学生而言，运算问题是一听就懂，一算就错，
难算题＝懒算题或者是思路会，算不对。事实上，只要冷静，
有耐心和信心，运算并非是难事。从不可能到可能只有一步之
隔。对常规运算能力的培养，应循序渐进，让学生对常规运算
方法，熟能生巧，从思路会、算不对的阴影中走出来。 

二、要求学生理清思路、掌握法则： 
知识和能力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 ,培养学生计算能力必

须以理解掌握有理数的概念、混合运算的意义、运算定理、定
义和法则为基础。理解要求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要
学生理解算理 ,必须先让学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解决具
体问题 ,体会法则的合理性。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法则是根据混合
运算意义和运算定律推导出来的。但学生往往只会套用法则 ,
对法则的实质不了解 ,因此在计算过程中知识性的差错就比较
多。如果教学中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可帮助学生找到错误
的原因。 

三、学生的基础知识严过关： 
中考的计算并不简单的运算，往往还有很多相关基本基础

知识的运用，往往涉及到绝对值、相反数、零指数、负指数、
相反数、非负数及特殊角的三角函数等的相关知识。如果学生

对这些基本知识掌握不牢或是个别知识不清楚，及易造成一个
知识有问题导致全题不得分。这就需要我们对基本知识过关过
手，想办法让学生掌握并要熟练，不断提高正确率和解题速度。 

四、培养学生从多角度全方位思考的能力： 
一道难的题，并不一定有多高深，有时只需一个灵感，我

们就会发现复杂的东西原本很简单。由此可见，有些数学题若
按常规思路去分析比较困难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有时会
化难为易，化繁为简。有利于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提高思维
的灵活性。这样在考场上节约大量的时间，更有利于解题正确
率的提高。 

五、强化学生数学基本能力的训练： 
数学不解题不行，只讲不练或讲多练少，都会影响到数学

运算能力的提高，“眼里过千遍，不如手里过一遍”。在数学运
算练习中，强化基本技能训练是提高数学运算能力的重要环节。
为此，在练习中，应有的放矢，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另外，
帮助学生小结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也能大大提高数学运算技能。
随着这一关键点的突破，学生的运算速度必定加快，数学运算
技能也势必提高。 

六、养成学生做完题后验证的习惯： 
计算题做完后，学生基本就觉得无所事事，老师批改后才

发现这也错那也错。归根结底，就是学生没有验证的习惯。首
先让学生掌握检验方法。其次，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把检验
作为学生解答问题的必要步骤长期坚持下去，这样，学生才能
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步养成检验习惯。不仅可以培养学生
认真的学习习惯，而且还能培养学生自我评价能力。 

七、要求学生练习后一定要反思： 
学生不能就题做题，每次练习后都要反思，这次为什么错，

怎样错的，下次怎样避免，只有不断的反思，才能形成良好的
解题习惯，才能不断的进步。 

总之，对学生运算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