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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提高小学生的计算能力 
◆冯  燕  李升国 

（林家村镇瓦店小学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  262200） 

 
四则运算是小学生学习数学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通过计算教学可以使学生认识到数工具，从而感受数学的价
值。同时，它也是小学生进一步学习数学和其它科学知识必不可
少的基础。学生的运算能力包括口算、笔算、估算等，它是有目
的、有步骤地长期培养训练的结果，是在学习整数、分数小数的
四则运算中逐步形成的。下面谈谈我在培养学生运算能力的一些
做法。 

一、以笔算为基础，教给口算方法。 
抓好口算训练四则计算的熟练程度是受口算的熟练程度制

的，一道多位数的笔算加减法、乘除法等实际上是由 20 以内的
加减法和表内乘法的基本口算组成，而简算的目的是使本来笔算
的题目转化成口算而进行的，所以要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必须
先抓好口算训练，以口算作为基础。为了打好口算基础，可以采
用如下： 

1．指导学生口算算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每教一类新的口算知识，首先要教给学生口算的方法，让学

生明白算理。在教学口算例题时，可先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方法
进行试算，不同算法的学生说出各自的口算过程，然后师生再共
同讨论看哪种方的法好而且快，例如在教学乘数（除数）是整百
数的乘法（除法）口算时，采取这些方法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而且还能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使中下生也能在集体的帮助下
找到较为合理、快捷的计算方法，从而为提高口算能力打下良好
的基础。 

2．形式多样的口算练习，促使学生口算技能的形成。 
形式多样的口算练习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对口算的兴趣，可使

口算训练事半功倍。口算训练可分为视算和听算两种，视算有“读
式子说得数”、“不说式子只说得数”、“看式子写得数”等；听算
是听到别人说式子，自己算得数，这个要求比较高，因为学生既
要记数字，又要想得数，但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口算能力，而
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听算的方法也有很多，
如：“老师说式子，学生说（或写）得数”“一个同学说式子，全
班同学说得数”、“对口令”（即两位同学一人说式子ー人说答案）
等，教师也可以用投影、小黑板、口算卡、多媒体等不同形式出
示题目，进行多次反复训练，学生兴趣浓，口算技能也会在多次
的练习中不知不觉地提高了。 

3．坚持利用早读、课前两分钟等时间进行口算小比赛，提
高运算速度。 

口算的特点是不但要算得准确而且要算得快，学生在掌握了
方法、有一定的口算技能之后，还要注意提高学生的口算速度，
而各种形式的小比赛就是提高口算速度的最佳途径，把这些小比
赛安排在早读和课前两分钟时间里就最合适不过了，小比赛可以
采取看谁算得又对又快、找朋友、开火车等游戏性形式。 

二、以笔算为重点，重视笔算教学，提高笔算正确率和速度 
笔算是根据计算法则，按固定的程序进行计算的，是小学数

学计算教学的特点。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法则，还必须转化
为运算技能，而且掌握笔算计算法则、能灵活运用。它不仅要求
学生掌握计算法则，还必须转化为运算技能，而且掌握笔算计算
法则、能灵活运用，也有助于口算提高，所以在计算教学中，应
重视笔算教学，以笔算为重点。在笔算教学时，首先要学生理解
算理、掌握算法。计算教学应遵循学生的认知心理和个性特征，
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从学习者的角度探索算法，体现算法的多样
化和个性化，有了个性化的算法探索，才有了多样化的算理理解。
例如：在教学异分母分数的加减法时，先以通分和同分母分数加
减法作为复习铺垫，小结通分的目的是把不同分母的分数变成分
数单位相同的分数，而同分母分数能直接相加减是因为它们的分

数单位相同，然后引出异分母分数加减法该如何计算呢？有些学
生在刚才复习铺垫中找出先通分再计算的方法，有些学生会把它
转化成小数来计算，这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这两种算法有什么相
同点？你喜欢用哪种方法，为什么？最后小结出有些分数较难化
成有限小数，有些甚至不能化成有限小数，所以把分数转化成小
数计算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用先通分再计算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此时再示范通分格式。其次，在教学时
要突破计算难点，提高计算的正确率。很多时候学生被扣分都是
因为计算的难点没有很好地过关，因此在教学时教师要在难点处
进行较为细致的指导。 

三、以简算为技巧，减少计算中的盲目性。 
提高计算中的灵活性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还应鼓励学生使

用学过的运算定律，合理、灵活地进行运算。小学数学中的简便
运算，虽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大都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
即把较繁、复杂的数值计算转化为较容易简单的数值计算。转化
的方法有：改变运算顺序、改变运算种类、改变参与运算的数据
（改变数据的目的仍是为了创造条件运用有关的运算性质）等。
要使学生灵活地运用简算，关键在于启发学生理解简便运算过程
中“形变质不变”的道理，以及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 

四、以估算为辅助，培养学生对运算结果合理性的觉察能力 
培养小学生的运算能力，也应该重视对学生进行检验方法的

指导培养他们检验的习惯。但很多学生在往在计算之后都没有耐
心再重新计算进行检验。而用估算就省很多功夫而且也方便，因
此估算是最快捷的方法，它也是运算能力的组成部分，能反映出
学生对运算过程或结果估计的能力，对运算结果合理性的觉察能
力。估算对检验计算结果的帮助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估算除法里的商是几位数。 
在计算多位数除法时，培养学生养成在除之前先观察被除数

和除数判断商是几位数，然后再计算的良好习惯，可避免商的位
数增多或减少的错误，特别是对商中间或末尾有 0 的情况就显得
尤为重要。 

2．估算积或商的近似数 
用四舍五入法对因数被除数和除数等先进行四舍五入，再计

算积或商的结果，虽然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准确值，但它
可以帮助学生通过比较笔算出来的准确值和估算出来的近似值，
来判断结果是否正确，它对检验结果也有一定的帮助。 

3．估计计算结果的末位数是几。 
也就是计算加减、乘法时，只算个位加、减或乘应得的结果，

再比较笔算所得末位数的结果来判断整个结果的正确性，例如：
简算 625－302 时，有些学生把减 302 看作减 300 以后再加了 2，
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会是 327，个位上的数是 7，而估算个位上
的值时应是 5－2＝3，这就出现了矛盾，说明简算的结果是错误
的。 

4．估计小数乘法的结果。 
在计算小数乘法时，学生最容易出错的是积的小数点位置，

例如：3．14×0．16，积的末尾是 4×6，不会出现 0，因此，乘
积的结果应是四位小数，再对照笔算的结果是否为四位小数来判
断正确性。虽然估算对检验很有帮助，但因为估算的结果并不是
准确值，所以有些题目仍需学生动笔来检验。另外，学生运算能
力的提高还有赖于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生计算中的错误，很多都是由于不良的学习习惯造成的。
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对提高计算的正确率是一个
有力的保证。因此我们应重视培养学生“审题认真，计算仔细，
书写整清，自觉检查”的学习习惯，对学生严格要求，同时教师
也要注意起示范作用，在平时板演、计算、检验时作学生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