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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学生计算能力培养的思考与研究 
◆王书香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  山东德州  253300） 

 
摘要：数学作为一项重要的学科，是许多学生从小到大的一块心头挥之

不去的阴霾。小学的鸡兔同笼、初中的二次方程、高中的线性函数以及

大学的高等数学...数学渗透了每一位学生的学生时代。在小学数学的学

习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加减乘除和九九乘表口诀；这是所有数学学习的

地基。对于小学的数学计算来说，无论是心算，口算还是对于算盘的使

用，都是教师需要教授的。计算能力的优秀与否证明了学生是否具备数

学学习的能力和对于数字的敏感程度。在小学的计算教学中，教师如何

引导学生，训练学生的基本能力，是本文章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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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之于小学生的重要性便是饮食之于小学生一样重要；它

作为数学学习中的一项“开山之宝”，讲求的即是对于计算能力
的核心能力培养；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数学技
术。小学阶段的数学涵盖了需要与必要的基础，数学运算的学习
更是受益终身。所以，对于数学计算的学习与训练便是必不可少
的。计算的形式从简答到复杂，难度也是由简至繁；学习数学计
算的前提，即是需要训练相对的素养。教师在培养的过程中需要
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引导，无论是掌握相应的技能技巧还是学会相
对的方法，这都是对于学生计算能力的加强与对教学成效的提
高。 

一、如何使学生形成知识框架 
形成知识框架即构建思维模型,在零基础的数学功底下是对

于这门功课更快速,更有效地形成一种思维版块，更有助于理解
与吸收。计算对于学生的陌生，是无法在有限的时间掌握计算这
一项大类的。所以，构建知识框架成为了学习计算最高效的方式。
那么如何正确的构建知识框架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教师的沟通与协作 
沟通使相互之间架起桥梁。教师对于低年级学生起到了完全

的引导作用；在学生脱离了幼儿园的小集体后来到大集体的小学
生活后，无论是身份或是地位的转变，都是需要教师进行引导的，
尚未转变的心智极其容易影响到学习新知识，尤其是面临计算这
样如此带有技术性的学习；所以教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与课堂协作
中要积极引导学生，为构建知识框架提供前提基础。 

（二）背诵能力的重要性 
背诵对于应试技巧来说相对轻松的方式方法。公式与方法的

背诵对于掌握是有其绝对优势的。例如：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面对初步学习乘法口诀的小学生，教师会采用不同的记忆法帮助
学生，在背诵乘法口诀表时，每一列的得数，从上到下相差的得
数，恰好是这列算式所在的列数，比如，在第一列的，从上到下
就依次+1，在第三列，从上到下就依次+3，掌握这一规律，更加
有助于孩子的背诵和记忆。再例如：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教师利
用游戏的形式促进学生的记忆。以“抱团”游戏为例；教师编排
一则小故事，由学生表演。挑选学生在身上贴上“加”“减”“乘”
“除”和括号等符号，用故事这样直观且被小学生接受的方法教
会学生“先乘除，后加减”此类口诀。例如“3×5＋4”“（5－2）
×3”等此类游戏，使学生切实记住的方式[1]。 

（三）构建模型框架的必要性 
模型的构建其实就是学生自我思维素养的训练方式。一个学

生对于学习的态度即是思维培养训练的前提，他渗透了个体学习
能力的引发，教师作为一个引导环节，切勿使学生死记硬背，教
师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改善，掌握其中的核
心与本质。在学生构建的框架之下进行自我的学习，便是能够使
小学生进行层次性的进阶。 

二、学生的自主能力培养与锻炼 
在培养学生自理能力的同时，教师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

因为在学习时，自主能力和接受知识的能力都是需要学生通过自
己的能力来接受未知的知识。 

（一）建立起好的学习环境与学习风气 
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古有孟母三迁为孩童

接受学习环境熏陶不惜次次搬迁，这便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学习环境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学生来说是一部分至关重要的
影响。拥有良好课堂氛围的班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才会更强。
例如：在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时，可会遇到学生觉得复杂难懂的知
识点，比如学习“鸡兔同笼”时，教师可以将班上的学生分为“小
鸡群”和“小兔群”，统一用裤子颜色区分，剩下一部分学生来
计算，教师便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鸡兔同笼”的问题，
例如“加入鸡两只脚都抬起来”或者“兔子四只脚都抬起来”等
变相思维来解题。在游戏中，每一位学生都集中于此，课堂的分
为便会浓厚起来。 

（二）教学方法的转变 
学生如何快速的培养自学能力，便是转变为课堂的主人。在

过去的教学课堂中，教师作为主体承包备课、讲课、布置作业等
任务，还有在课堂提问学生然后自己说出答案的种种实例，这都
是将学生的自主能力化简为零的行为。将课堂的主人公转变，让
学生自主预习、复习、主动回答课堂问题，将一天所学的知识总
结出来，将不懂的问题录入问题集，第二天问老师解决。总是被
动的学习会使学生产生惰性心里，开始拖着完成作业与复习，所
以，将学生的身份地位转变，自我拥有了主人翁意识，在学习过
程中对于自主能力的培养与锻炼是十分必要的经历。 

三、结束语 
对于小学的计算能力培养，不仅教师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与

耐性来对学生进行培养，找出最适合学生的学习道路和学习方
法，无论是用某种方法培养出的计算技能，都是对学生本身是一
个进步和掌握一项技能的优势。计算教学是一个长期且繁杂的工
程，对于学生来说也不是一口吃个大胖子的过程，面对如此繁重
的工作量，教师建立起的学生的思维模式版块与培养其自身的能
力都是必要的，在训练学生的历程中，使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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