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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一年级学生口算技能的培养 
◆江恒光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中心学校） 

 
摘要：培养农村一年级学生口算的兴趣，加强口算基础训练，使学生理

解口算的计算理由即“算理”。掌握口算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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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要重视基本
口算的训练”。今年我教一年级 1 班的数学，小学一年级数学口
算内容相对全年级整册教材来说占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口算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习非常重要。在小学阶段，计算能力低下是学
生口算能力差的一个表现。学生必须经历一个明白计算的理由即
“明算理”，学会怎样计算并且不但对计算方法熟练，而且快捷、
灵活的过程。明算理也就是能让学生明白口算的计算理由，学会
怎样计算则是通过不断地训练，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口算的方法。 

为实现以上目标，我现就农村小学一年级学生口算的现状做
到以下几点： 

一、不断加强小学生口算兴趣的培养 
由古至今一直以来就有这么一句俗话说“兴趣是我们 好的

老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周围环境对
大脑不断进行刺激让大脑神经系统活跃起来，从而对周围事物感
到好奇，产生兴趣。课堂教学也不例外，所以，在课堂上不断激
发学生学习口算的兴趣是非常关键的。由于一年级学生年龄较
小，所以对任何事物都感到猎、新颖，很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吸引，
但也很容易产生厌倦的心里，这是儿童的生长特点。因此，在数
学教学过程中我不断改变教学方式，采取形式多样化，培养学生
学习口算的兴趣。比如，用开火车激趣法、比赛抢答法、游戏激
趣、歌谣总结等方式激励学生学习口算的兴趣。这样一来，每个
学生都乐于其中，课堂教学效果极佳。 

二、学生口算基本功的强化训练 
人们常说做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经过多年的教学经

验，我也确定这句话说得有道理，“熟能生巧”的确是训练的一
种好方法。因此，在口算的基本功训练中我注重转复杂为简单，
转难解为易写，并且反复练习。教学时我常把这些方法融入到课
堂上，让学生的口算能力不断提高。 

1.课前小热身。课堂教学时我坚持每节课课前用 2—4 分钟
的时间进行口算训练。为了提高学生口算的速度我采用看卡片的
形式进行口算，老师出示口算题卡片，小组成员必须在 3 秒钟以
内说出结果，每天按组轮流或开火车接龙，接不上的罚唱一首歌。
在这之前孩子们喜欢用算手指或脚趾的方法，但看卡片说得数的
方法时间短、速度快孩子们的两只小手也帮不上忙了，也就没有
时间去掰手指了，这样就加快调动孩子们大脑的神经，使每一个
孩子都积极、迅速的参与进来。经过反复练习孩子们能又快又准
的算出得数了，长此以往，孩子们的口算速度逐渐提高。 

2.课中引导。在课堂上，我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进
行口算的强化训练。引导和组织小学生轮流当“小老师”、“小法
官”，相互给同桌或同组同学批改口算练习题、纠正错题。这样，
学生们兴趣盎然，不但给别人纠正了错题，而且自己也得到了提
高。通过改错不仅让学生弄清错误的原因、改正错误，而且提高
了自己口算判断能力，极大地鼓励了孩子口算积极性。 

3.课后加强巩固。要培养小学生的口算能力是锲而不舍的事
情，必须有耐心，持之以恒的态度，因此，每天课后我总会给学
生们布置适当的口算题目，有和同桌合作完成的、有和爸爸、妈
妈合作完成的、也有自己独立完成的练习等多种训练方式。同时
让孩子们轮流当“小老师”、“小法官”，判断他们写的练习是否
算得对。通过校内外的不断训练，孩子们的口算能力又上升了一
个新的台阶。 

三、引导学生理解口算的算理（计算理由）和算法。 
引导学生理解口算的算理即“计算理由”和掌握算法，对他

们学习口算是很重要的。比如，在 9 加几进位加法的教学过程中，
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吃透口算的算法，化被动为主动，积

极去探究去发现。在教学 20 以内进位加法：9＋4 时，我先出示
小黑板中的问题：一个盒子里面装有 9 个弹跳球，盒子外面还有
4 个弹跳球，盒子里面与盒子外面一共有多少个弹跳球？在学生
读完题目后我提出问题：这道题我们知道了哪些信息？要求的问
题是什么？你想到了哪些解决的方法呢？接着我拿出一个里面
装有 9 个弹跳球的盒子放在讲台上面，另外拿出 4 个弹跳球放在
盒子的外面，学生看着我的演示带着问题小组内讨论交流。接着
我根据学生的回答一边板书算式：9＋4，一边提问：“谁能说一
说你是怎样想的？”不断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有的学生说用“分
与合”的方法来计算，如，因为 13 可以分成 9 和 4，所以 9＋4=13。
有些学生说：“从外面的 4 个弹跳球中拿一个放到盒子里面，这
时盒子里面的弹跳球就变成了 10 个，外面还有 3 个，合起来就
是 13 个，即：9＋4=13。”这时我对孩子们的回答马上给予充分
的肯定及赞赏，在此同时我向孩子们说明这种方法叫做“凑十
法”。接着我又让孩子们自主动手操作，用手中的小棒摆一摆，
进一步加强对“凑十法”的了解，引导他们懂得有 9 想 1，有 8
想 2，有 7 想 3，因为 9 加 1 等于 10、8 加 2 等于 10、7 加 3 等
于 10……为了巩固学习成果，我还出示“9+6”“9+5”这样的
题目让学生画一画，算一算，从而使他们真正掌握“凑十法”的
计算方法与技巧。  

四、口算的基本功—良好的习惯  
《课程标准》提出“计算要过关，口算是关键”。所以口算

时，我们要严格要求学生养成一看清、二想明、三细算、四检查
的习惯。一看清，在口算过程中，学生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
有时写错数字，如把“6”看成“0”；有时看错符号，比如把：
“+”看成“-”。所以在写题目之前首先要认真地看清楚每个算
式的每一个阿拉伯数字以及运算符号。这是不容易出现错误的前
提条件；二想明白，教学中要引导孩子们想清楚选择的运算方法； 
三细算，一年级学生在计算加法进位，减法退位时忘记满十进一
或者个位不够减往前一位退一位，甚至把加法当减法做。所以，
我在教学中要求孩子们在确定运算顺序后，再认真地进行计算；
四检查，检查就是引导孩子们认真检查自己算过的题目，算完一
步要及时进行检验或检查有没有漏写的现象，做到及时检查及时
修改。 

由此可见，农村小学一年级小学生口算技能的培养，只要重
在平时对学生正确的训练，贵在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学生就能打
下扎实稳固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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