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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 
◆陈仕恩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泸溪  416107） 

 
摘要：在小学阶段教育的基础性阶段，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计算能力，
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及提高九年义务教育
效果也意义非凡。 
关键词：计算能力；提高；兴趣；习惯  

 
 

计算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占有很大比例，几乎任何数学知识都
离不开计算，计算是学生所具备的基本数学技能，基于此，教师
应该在日常教学中重视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但是由于小学生口
算能力弱、对算理理解不清楚，因此在小学数学计算能力培养过
程中，会遭遇一定困难。那么，如何培养小学生的计算能力呢？
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计算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趣的活动、生动的故事、琅琅上

口的儿歌都会使相对单一、枯燥的计算学习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会让学生学得兴味盎然，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我就谈
谈我的一些教学体验。 

例如在教 10 以内加法时，我让学生首先从学习袋里取出 5
个小正方形，并让学生在草稿纸上写下 5，然后再让学生拿出 3
个小正方形，同样在草稿纸上写上 3，并让同桌交换数数你的同
桌现在一共拿出了多少个小正方形。然后小组讨论算式怎么写，
最后让学生独自把算式写完整。这样在轻松的活动中学生不知不
觉的撑握了计算的方法，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在数学计算教学中，我们也可以适时地列举中外数学家的典
型事例，或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小故事来增添课堂气氛，吸引学生
注意力，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爱好和兴趣，使学生集中精神进
行计算，提高课堂上的学习效果。学生从乐中得益，从乐中长智，
不知不觉就迷上了数学。  

二、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计算习惯 
良好的计算习惯，直接影响学生计算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大

量事实说明，缺乏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是学生计算上造
成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严格要求学生，养成良好
的计算习惯。  

1、养成良好审题习惯 
在教学中，我严格要求学生在计算之前，对题目的每一个数

字，符号都要看清楚，明确运算顺序和计算步骤，再开始计算。
其次还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整个算式，是由几部分组成的，看一看
有没有某些特别的条件，想一想能不能用简便方法计算。学生按
照这些方法去做，就能使计算有了初步的保证。 

2、选择最佳计算方法。    
“正确率”是成绩，“速度”也是成绩，要提高学习的计算

速度，教师就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选择最优算法。我们可以在练
习前先让学生想想怎样算简便，然后再计算。也可以先让学生独
立计算，再展示学生的各种不同的做法，组织全体学生评价、反
思，让学生自己发现，自己选择最优的算法。 

3、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书写潦草，格式混乱，粗心马虎，都是造成错题的原因。要

保证计算的正确性，就要克服这些不良的习惯。培养学生规范书
写，就要从低年级抓起，包括学生的作业格式、书写规范、自觉
检查等习惯。我要求学生从写 1 开始，就要认真书写，等于号用
直尺画，做到数字符号规范工整，以“提笔就是练字时”为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为了防止学生的粗心现象，在教学过程中我要求
学生计算时做到以下要求：（1）题目从书上抄下来后就要检查题
目是否抄对。（2）从横式抄到竖式要再检查一遍。（3）竖式结果
抄到横式还要检查。这样逐步检查减少了计算的错误率，比较有
实效。 

4、养成良好检验习惯 
检验不仅能保证计算正确无误，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对学习一

丝不苟的态度，我们要培养学生善于检查、验算的意识，指导学
生检查、验算的方法，帮助学生养成检查、验算的习惯。如，用

估算可判断运算结果的合理性；在加法运算中和应大于每一个加
数；在减法中，差和减数应都小于被减数；运用四则混合运算的
关系来检验四则混合运算；方程的检验则可用代入法等等。还可
以编成顺口溜以提醒学生检查：抄题写数立即查；计算时反复查；
脱式时上下查；计算完毕整体查。作业中的错误，若是共性的，
可集体纠正；若是个别的，要让学生自己改正过来，并认真分析
出现错误的原因，以免今后再出同类错误。还可以让学生收集错
题，做成一本错题集，经常复习察看，以防出现类似的错误。 

三、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口算能力 
一是口算的形式要多样化。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地

让学生去探究不同的口算方法，老师只做些必要的引导与点拨，
让学生在合作探究的尝试过程中，在争论交流的感悟融化中，透
视算法的全过程，形成自己的算法，也借鉴别人的算法，让不同
学生的智慧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二是持之以恒的练习。学生口算能力的形成与提高，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口算练习要经常化，熟能生巧是我们每个人
都熟知的永恒真理。教师绝不能学习口算时就让学生练习口算，
学完就不再练习口算，要每天留给学生口算的机会，让他们熟练
掌握口算的方法与技巧，还要讲究练习方式的切实可行和新颖有
趣，结合学生实际，设置口算情境，避免枯燥乏味的机械重复练
习，逐渐提高学生的口算能力。 

三是激发口算兴趣，增加实践活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
趣来自学生内心对事物的关注与好奇，事物表象往往能给学生以
最大的刺激。学生不仅对自然界存在的各种事物感兴趣，还对过
去与未来充满猜想与憧憬。教师可以抓住这一特点，在历史、地
理、军事、人文、天文、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挖掘素材，设计练
习题目；在学生的生活经验中设计练习题目，把激发口算兴趣与
培养口算能力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口算练习中增长知识，增加见
闻。教师还要鼓励和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去
经历，去适应各种不同场合中的口算，训练他们口算的意识与胆
量，逐步训练学生口算的自觉性。 

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口算技巧 
整数、小数、分数的运算中都要用到口算。但有些计算题，

虽不能直接口算，但可以引导学生根据式题数据的特点、运算定
律和运算符号，进行恒等变形，达到化繁为简的目的，掌握口算
技巧。如： 674-298 =（674+2）-（298+2） =676-300 =376 减
数 298 接近 300，可以根据差不变的规律，把被减数和减数都加
上 2，然后再减，比较简便。又如：1275÷25 =（1275×4）÷（25
×4）=5100÷100 =51 在除法里，除数如果是整百整千的数，计
算起来较方便。题中除数 25 是特殊数，乘 4 就可以得到 100，
为使商不变，被除数也要乘 4。 

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口算习惯 
在口算训练中，要培养学生细心、勤思等良好的个性品质和

习惯，从儿童一入学始，就应有目的地培养，为后继学习打下良
好的思想基础和知识基础。训练口算，应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
适当进行口算训练。练习内容要灵活多样，并结合各年级的教材
内容有机进行，持之以恒，使学生树立认真、严格、刻苦钻研的
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克服困难的精神。在长期不懈的努力中，
培养学生良好的口算习惯。 

计算教学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要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能做到长期练习，有计划，有步骤，
在时间上有保障，在数量上能适度，在形式上有新意，在内容上
不单调。再加上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我相信计算能力一定会
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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