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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中提升低段学生 20 以内加减法课例研究 
◆查格秀

（瑞昌市第三小学） 

摘要：当今网络信息时代，教育改革呈现多样化趋势，小学数学计算能

力的培养是学好数学的基础，而学生的计算能力目前呈现出不升反降的

趋势，因此提高学生计算能力势在必行。如何设计出符合新课改的高效

课堂，把单调、抽象、枯燥的计算与生动有趣的游戏活动相结合,让学生

能爱上计算，是值得探究的课题。本文就如何提高低年级学生‘20 以内

加减法’口算能力进行有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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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数字网络时代，多媒体教学已经基本普及，各种形象生
动的动漫设计的 PPT，极大的丰富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给教师
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方便。但是学生计算能力普遍下
降，许多学生害怕计算，而低年级口算是计算的基础，低年级口
算能力差，是计算错误的直接原因。我认为低年级学生口算能力
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低年级学生年龄小自制力差，对单调枯燥的计算兴趣不
大，课堂上常开小差走神。 

2.孩子喜欢依赖扳手指计算，不去理解数理，造成数字概念
模糊。 

3.那些过分依赖手指算的学生，到高年级学习乘除法时，就
出现计算速度慢，口算能力差，错误率高的现象。 

4.单纯枯燥的反复练习，孩子们产生厌学的心理。计算马虎
粗心错误率高。 

基于这种教学现状，课堂上展开多种教学形式的教学，开展
“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新模式，培养低年级学生的计算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适合学生的高效课堂，是当前的教学
改革的首要任务，而游戏教学符合新课改，顺应时代潮流。 

乘趣味先导之舟，达学而不厌彼岸。 
小学游戏教学形式多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点燃快

乐课堂的火种，提高学习效率。课题组前期有关计算方面的游戏
教学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据多年教学实践
经验，利用一线教师的优势，针对低年级如何提高学生口算能力
游戏教学，进行有效尝试。 

一、新创手指操游戏 
皮亚杰说过，“动手既是动脑，一切动脑皆从动手开始”。“手

和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指算＂和＂幼儿手指操＂及
数的组成与分成，课题教研组自创了一套手指操游戏，把“单纯
的读数的组成和数的分成单调形式”，改成口、手、脑、指统一
协作完成的手指操游戏。从 2 的组成和分成，到 10 的组成与分
成，都用手指操来演绎。比如 2 和 3 组成 5，左手出二个手指（食
指和中指）右手出三个手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把左手的
二个手指和右手的三个手指同时合在一起。嘴里读作 2 和 3 组成 
5。左手二个手指和右手的三个手指分开，读着 5 可以分成 2 和
3。到了 7 的组成的时候。1 和 6 组成 7，左手出食指，右手大拇
指和小指表示 6。一个大拇指就表示 5 个数字。以此类推，2 到
10 数的组成和分成，实际上就是 10 以内的加减法的练习和巩固。
手指操游戏的表演，迎合了低年级孩子好奇心强、模仿能力强的
特点，又能有效克服低年级学生好动、开小差、注意力不集中的
生理因素。集操作性、趣味性、直观性于一体的手指操表演，丰
富了教学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可有效增强学生的数感，提
高学生计算速度和准确率。 

二、教学中发现和开展数学游戏活动 
1.善于发现和运用生活中的数学游戏。如学习 5 的组成和分

成时，＂小不点儿睡了的游戏＂伸出自己的小手，放下小拇指，

嘴里念着：小不点睡了，5 可以分成 1 和 4，放下无名指，＂二
胖子睡了，5 可以分成 2 和 3。再放下中指，5 可以分成 3 和 2。
再放下食指，5 可以分成 4 和 1。 后放下大拇指，我也睡了，
我们大家都睡了。同学们个个都是兴趣盎然，热情高涨，这种简
单直接的小游戏，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对于体会几加几的含义，
体会算理培养数感，简单直接有效。 

2.充分利用学具、教具和多媒体，加强算理和算法方面的直
观教学。现在的学生都喜欢玩电子游戏，我们在教学时就应多运
用一些深受学生的喜爱动漫游戏，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教学
效果明显。 

3.积极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学习不是为了占有知识，
而是为了生长知识。如让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拿出小棒摆一
摆，亲自体验和感受，进位加法的＂满十进一＂和退位减法的＂
从十位退一当 10＂再减的道理。让学生积极的动手动脑，通过
摆一摆，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加深印象。 

4.借助儿歌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帮助学习数学知识，
加强记忆。如＂10 的组成和分成＂汇编儿歌＂一九一九好朋
友＂＂二八二八快来啊！＂＂三七三七做游戏＂＂四六四六手拉
手＂＂五五五五一双手＂。朗朗上口的儿歌，加上动作表演。再
现了唱跳学数学的场景，学生个个都兴趣十足，信心满满。 

5.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探索运用不同的方法计算。教师
多鼓励学生进行大胆尝试。鼓励学生提出多种不同的算法，逐步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哪怕是错误的尝试，不合理的想法也要给予
鼓励。 

6.开展多种形式的口算比赛。“如数字开花”游戏课，比一
比口算谁 快等游戏。 

7.加强合作学习，设计拍手游戏、对口令游戏、比一比口算
哪组 棒等游戏，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玩中在玩中探亲、合作体
验数学知识，获得情感体，拓宽思维内化知识。 

三、开展室外游戏教学 
1.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口算小卡片和家长一起玩，让家庭教育

成为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学生和家人、同学们一起玩卡片游戏，
不但学习了知识，而且加强了孩子与家长及同伴之间的互动。我
们班邓浩同学，一大早就高兴地跑过来告诉我说：＂我天天和奶
奶一起玩卡片游戏，今天我又赢了奶奶，奶奶夸我是个聪明的好
孩子＂。在卡片计算小游戏中，引导学生设计了“尊老爱幼”“爱
祖国”“爱劳动”“爱父母”“讲文明”等卡片，学生在巩固口算
知识的同时渗透德育教育，从而获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从体育游戏中受到启发并设计室外游戏。如孩子们爱玩常
玩的游戏＂老狼老狼几点钟＂，只要稍加改动，原来直接说 8 点
钟，改成 3+5，这样就把学生爱玩的体育游戏和数学的计算知识
进行巧妙结合；再如＂公主公主你要什么？＂的游戏，改编后围
圈的学生边走边问：公主公主你要几？圈内公主回答：我要 4+5，
圈外学生听到口令后，有节奏的顺时针走 9 步，圈内公主也转 9
步，圈内公主对着谁，谁就进入圈内当公主，如此循环。丢手绢
和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我们也进行了改编并在全年级加以推广，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这些游戏孩子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展，
深受同学们和家长的欢迎。室外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性，教师在游
戏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确保安全第一。 

四、游戏教学中学生的收获 
1.创建和谐师生关系。游戏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是平等

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互相学习。数学口算小卡片教师指导，
学生自己设计。活动的展开可以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老
师也可以参与其中。这种和谐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利于学生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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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扉，利于学生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习主动性
和积极性。 

2.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态。新课改提出要实现每个学生
的学习权，而数学游戏恰好实现了学生全员参与。孩子们在游戏
中，体验和感受到游戏带来的乐趣，认为数学不再是単调和枯糙
的，而是开心快乐的。课余时间学生会经常开展＂老狼老狼几点
钟…＂等游戏，让学生在快乐学习中形成良好的心态，利于孩子
们的心理健康成长。 

3.能促进学生全面思维能力的发展。一切思维都是从动手开
始，学生手指操游戏的开展，可以让学生充分调动左脑和右脑，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积极调动多个器官共同
协作，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全面发育。 

4.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生理发展。有研究表明，七岁儿童的注
意力只能持续十五分钟左右。因此容易出现注意力分散，坐立不
安，做小动作等行为。开展形式多样的多种有趣的游戏教学，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像＂老狼几点钟＂＂老鹰抓小鸡＂
等室外游戏的开展，可以促进学生血液、骨骼、肌肉等生理的发
展。 

5.对学生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发展有帮助。科学试验证明，
积极的情感和情绪，能使对信息的印象深刻记忆持久。有趣的数
学游戏，让学生开心兴奋，注意力高度集中，所玩游戏及游戏中
所蕴含的知识印象深刻，加深记忆力和注意力的发展。 

6.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在游戏活动中，和小伙伴
们积极配合，特别是以小组为单位的竞赛性游戏，培养了学生的
团队合作精神，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7.有效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在实验班和其他八个平行班的
对比中发现，实验班学生 20 以内加减法的口算正确率和计算速
度，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平行班。 

五、游戏教学中教师收获 
1.从教学中来，到教学中去。教师从游戏教学中，积极动脑

筋想点子，虚心向学生学习，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改进思路，不
断的总结和反思，进一步完善游戏的设计和游戏规则。提高游戏
教学的教研能力和教研水平。 

2.促进了对游戏教学的认识和运用的研究能力。在小学数学
游戏教学研究中，进一步了解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在
教学中，充分思考和挖掘具有实际意义，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推
广价值，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数学游戏教学内容。 

3.激活了课堂，符合数学学科多样性的特点。游戏教学实现
了有效教学和高效课堂的相结合，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课题组根据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在游戏教学中，不断打磨反复
修改不断改进。教师在游戏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游戏的设计和游

戏效果的发挥。教师主动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保障了学生学习
权的实现，同时也确立起教师作为学习者的事实。 

4.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成长，我们课
题组成员牺牲了许多的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学习游戏教学的理
论，共同感受到教研之路的艰辛，也收获了小有成就的喜悦。自
己的心灵和精神意志也经受了考验。 

5.教学观念的转变，教书重在育人。＂让每个孩子都精彩＂，
在游戏教学活动中，将＂开心、信心、关心、责任心、赏心＂植
入孩子们心中，相互融合，相互作用，让孩子内心变得强大，有
担当。 

课题组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在教研的良好
氛围中，研修理论，实践探索，互相支持合作共同探究，齐头并
进，共同提高。科研水平不断进步，教育实践能力不断增强。 

总之，游戏教学在快乐的游戏互动中，拉近师生的心，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构建和谐课堂。在有趣的游戏竞赛中，培养了
学生自信，点燃快乐课堂的火种，深受学生喜爱。小学数学游戏
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中，不可获缺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
这种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课堂内外都可以开展。游戏教学，以
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心理行为特点出发，做好游戏的设计和组
织，让游戏教学发挥更大更广的作用。让学生度过快乐、健康、
乐观、积极向上的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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