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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农村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口算技巧 
◆莫玉玲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大桥镇中心学校） 

 
摘要：培养在农村学生的口算基础能力非常重要，通过多种形式的训练，

让一年级小学生的口算速度和准确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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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一年级的数学教学内容—“计算”占有较大的比重，
而口算教学又是贯穿一年级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
年级计算教学其实就是口算教学，口算能力是一年级小学生打好
基础、学好数学的基本技能。口算能力的强弱对一年级学生学好
数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一年级学生
在一分钟内必须完成 20 以内加减法 8—10 题口算题，而在农村
小学一年级学生很难达到这一要求。因此，我结合学校的情况利
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口算能
力，我认为提高农村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口算能力必须要做好一些
几点： 

一、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口算算理（计算的理由） 
课堂上引导孩子们理解和掌握口算算理是提高口算能力的

基本方法，充分理解口算的计算理由。如，我在教学 20 以内退
位减法 15－9 时，先让学生用手中的小棒摆一摆：先摆 15 根小
棒，再拿走 9 根，剩下 6 根，在摆小棒的过程中，有些小孩发现
15 根小棒可以摆成 10 根和 5 根，再从 10 根小棒中拿走 9 根，
剩下 1 根和刚才的 5 根相加就得到 6 根，这样计算就好拼多了。
这时我因势利导点出这就是“破十法”。也有些孩子想成“先加
再减”来计算，如，先算 9＋6=15，再算 15－9=6，然后让学生
说出计算的理由，也就是算理。这样，孩子们就自然而然掌握了
“破十法”和“先加再减法”。 

在教学 9 加几的进位加法时，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吃
透口算的算法，我再次创设类似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他们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去探究去发现。课件出示情景图：“六
一儿童节到了，老师带一些小朋友去参加合唱比赛，但是天气炎
热，为了给小朋友们解渴，学校为他们准备了一些饮料，仔细看
一看有多少盒饮料？小朋友，你能算一算是多少瓶吗？”通过孩
子们的合唱比赛引入，他们会感到很有意思，愿意算一算，学习
兴趣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而且兴趣很浓厚。我紧接着组织学生们
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让他们交流讨论自己的计算结果，然后我再
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计算才能 快呢？”这时学生们深入思考
后马上利用前面学习过的“凑十法”来计算。就会从箱子外面的
4 盒饮料中拿出一盒放到箱子里和 9 盒凑起来就是 10 盒，箱子
外面还剩下 3 盒，即把 4 分为 1 和 3，10＋3=13。所以列式为：
9+4=13。通过课堂教学的引导，孩子们就能很快掌握口算的技巧，
在计算 20 以内的加法可以运用“凑十法”，减法可以运用“破十
法”来计算。 

二、解题方法多样化，发散学生的敏捷性思维 
计算一道口算题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要拓展、发散学生

的思维，不能仅局限于一种解题方法。所以，在学生明白“破十
法”的算理即计算的理由以后，我趁着学生的学习氛围还很浓厚
就问学生：“孩子们，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除了能用‘破十法’
计算以外你还能用别的方法计算吗？”经过我这么一问，孩子们
有的用手挠挠脑袋，有的托着下巴......每位学生都动起脑筋想一
想还有那些计算方法。经过我的不断引导，学生们总结出了几种
方法。比如，从 15 里面先去掉 5 再去掉 4，还剩下 6，把 9 分成
5 和 4，也先减去 5 再减去 4。即：15-5-4=6，这种计算方法叫
“平 10 连减法”。或者是从 15 里面先去掉 10，还剩下 5，多去
掉 1 了，然后再补上 1。也就是先减去 10 再加上 1。即：15-10+1=6，
这种计算方法叫“多减再补法”。 

三、设计多种多样的训练方法，提高口算能力 
孩子们在学习中掌握了“凑十法”和“破十法”、“先加再减

法”等方法后再做口算题目，但在这过程中一味地训练，对于一
年级的孩子来说是比较枯燥乏味的，所以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口算

兴趣，我结合教学的具体内容设计一下训练方法来提高孩子们学
习口算的兴趣。 

1.视算听算相结合。 
视算则是通过眼睛来看题目，开动脑筋想一想，算一算，然

后口说出得数，听算则是通过耳朵认真听一听、脑子记一记、开
动脑筋想一想，算一算，然后口说出得数。这两种形式都是练习
口算的较好方法。相比之下，听算的难度较大。所以在教学中，
我先让孩子们视算，让他们熟练地运用“凑十法”或“破十法”
视算出结果，然后脱离题目卡片，老师说出计算题，让孩子们口
算出结果，出的计算题也是由浅入深，慢慢地让孩子们脱离视算
而进入到听算中。但对于一些学困生，我把视算和听算相结合起
来，当他们听算觉得较困难时，我将出示题目卡片让他们视算。
这样不但能帮助他们解决听算的困难，还可以提高学习口算的兴
趣。 

2.口算题抢算 
课前我利用 3—5 分钟的时间来训练孩子们的口算速度，每

次准备 10 道题，把口算题写在卡片上，然后通过快速地出示卡
片，让孩子们抢答，得数对就给相应的小组加 10 分，经过这样
的比拼，孩子们的思维敏捷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口算速度自然
就快了许多。 

3.新旧知识对比训练法。 
一年级小学生年龄小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很容易被周围

环境吸引，所以对刚刚学习的新知识记得很快，但也很容易忘记，
这是儿童的生长特点。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时我经常把所学的
新旧知识混在一起，出一些口算题目进行对比训练。比如：进位
加法和不进位加法进行对比，不退位减法和退位减法进行对比，
加法和减法混合计算进行对比等。通过新旧知识的交替训练，学
生不但掌握了新知识，而且复习了旧知识。 

四、联系生活、加强训练。 
《数学课程标准》提出：“数学源自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学生们生活中有很多事例跟计算是有一定关联的，口算的计算也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到超市买东西等，都与孩子们的密切
相关，他们接触 多的不是老师，而是家长。因此，我让家长和
孩子一起训练口算，让孩子们帮算一算物品的总价钱和一些物件
的总和，当孩子们在计算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家长可以在旁边指
导。这样孩子们在生活中的口算能力就能得到提高。比如:我班
学生家长这样给我说：“老师，平时去买东西时我都让孩子帮计
算所买物品的总价钱，现在我家雷婉冰的口算比以前快多了。”
由此可见，生活离不开数学，数学知识也可以在生活中不断提高。 

农村小学一年级小学生口算技巧的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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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技巧。 

参考文献： 
[1]《数学新课程标准》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出

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时间：2012 年 1 月 1 日 
[2]《小学数学教学法》主编：张晓霞出版社：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