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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提高小学中年级“学困生”的计算能力 
◆姚秀丽 

（广西省河池市天峨县八腊瑶族乡中心校  广西河池  547302） 

 
摘要：计算能力是学生必备的一项基本能力，也是学好数学的关键。但

是纵观实际，我们发现如今学困生的计算能力普遍较差，严重降低了学

困生的学习兴趣，影响了学困生的学习成绩。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和探

讨了如何提高小学中年级“学困生”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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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在小学数学教材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计算能力的高低与
学生学习的质量是密切相关的。计算教学贯穿于小学数学的始
终，不仅学习时间最长，分量也最重。培养、提高学困生的计算
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
量的基石。 

1. 熟练掌握计算原理 
要想正确高效的进行运算，就必须深入理解、熟练掌握计算

原理。说白了就是学生的头脑必须清楚，对于该掌握的计算法则
一定要牢牢记住，打好坚实的计算基础。在做计算题时切忌慌乱
无神，而是必须静下心、沉下心，严格依据题目要求，积极转动
大脑，看看此题该用什么运算定律、运算性质。尤其对于小学中
年级学生来说，对他们基础知识的要求更高。对于小学中年级“学
困生”来说，教师切忌操之过急、急功近利，而是应该加强引导，
引导他们认真整理所学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他们的
计算能力。例如：教师可以给出以下两组计算题，第一组：（11+25）
+75＝？11+（25+75）＝？第二组：16+55+45＝？16+（55+45）
＝？让学困生明白要想正确快速的计算，就必须熟练掌握加法运
算定律。 

2. 激发计算的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好动力。一旦学困生对数学计算

有了兴趣，他们才会积极参与到计算中去，真正学好数学。相比
优等生来说，学困生的思维发展较为缓慢，不管是学困生的理解
能力，还是学困生的认知能力，都相对较弱。因此，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就需要因材施教，使学困生保持高度的计算热情，树立
学困生计算的自信心。例如：教师可以给学困生安排一些比较简
单的问题，目的是让他们从内心真正感觉到计算并没有多难，给
自己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善于发现学困生的优势，多多表扬，
充分尊重和认可他们；具体评价学困生时切忌一棒子打死，对于
学困生犯的错误，切忌严厉斥责，而是应该多提供给学困生试错
改错的机会，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好成绩等等。 

3. 时刻关注、培养习惯 
一般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都备受欢迎。而学困生就没那么幸

运了，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相对落后，再加上周围环境的不和谐
等因素，所以他们通常不受人待见。对此，教师就需要充分尊重、
信任学困生，并且还要给予学困生足够的关心、爱护，让他们真
切感受到温暖，时间长了，他们慢慢就不会再那么自卑，反而会
树立良好的心态，越来越自信，感受到浓浓的关爱。此时，不用
老师督促，学困生也会有意识地改正自身的不良行为、习惯，如
此，不仅会在无形中提升学困生的计算能力，还会有效缓解教师
的教学压力。例如：《小数乘小数》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掌握小
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教学难点是小数乘法中积的小数位数和小
数点位置的确定，对于学困生来说，难度相对较大，他们可能一
时根本无法有效理解所学内容，甚至还会越来越没自信，对此，
老师就需要多多关注学困生，多多鼓励学困生，说白了就是树立
学困生计算的自信心，让学困生越挫越勇。 

4. 加强辅导 
纵观实际，我们发现学生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意味

着教学方法也需因学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一是有效利用课堂
时间加强辅导。说白了就是在课堂中尽量多给予学困生回答问
题、板演的机会，这样非常有助于老师及时发现学困生如今身上
存在的问题，并帮他们及时改正，让其真正理解、掌握所学内容；
其二是有效利用课余时间加强辅导。纵观实际，我们发现一般在
开展计算课时，一般都是在复习、巩固环节把口算题写在黑板上，
紧接着引导学生口答，这样设计非常不利于学困生参与计算积极
性的调动，更别说是加强、巩固学困生的计算技能了，在此情况
下，老师可以要求学生把得数写在纸上，在下课后把学生完成的
题数统计下，严格依据答题情况，认真分析下学困生的练习掌握
情况，在此基础上，展开一对一地辅导，目的是帮助学困生快速
记忆算法口诀，增强他们的计算能力。 

5. 加强口算 
口算是笔算的重要基础。口算能力增强了，笔算能力提升自

然水到渠成。教师可以每天抽一些时间组织学困生进行口算练
习。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开展口算训练时切忌随意盲目，而是必
须遵循一定原则，如：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慢到快、由少到
多等等，说白了就是在最开始时切忌操之过急，过度追求量，过
度追求对，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进度，脚踏实地，一步步提升才是
最好的策略。另外，还要引导学生认真观察题型，快速找出题型
的基本特征，学会举一反三。并且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也是非常
重要的，既要会看，会算，又要会检查。例如：教师可以出示以
下计算题：15×16＝16×（）；（60×25）×（）＝60×（（）×8）；
3×4×8×5＝（3×4）×（（）×（）），要求学生认真观察题型，
具体说出运用了何种乘法运算定律。 

结束语： 
综上所述，提高小学中年级“学困生”的计算能力，增强学

困生的数学学习效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
程。教师不仅要加强培养学困生的各方面能力，如：口算能力、
笔算能力等等，还要有效激发学困生对计算的热情，培养学困生
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困生备受温暖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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