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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小学生四则运算存在问题及对策 
◆韩丽丽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湖北武汉  430023） 

 
摘要：四则运算是小学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基础。
《数学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四则运算中，既要重规以计算技能为重
点的认知目标，又要培养学生准确而迅速的计算能力。”因此，在四则运
算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选择灵活合理的方法进行计算，培养学生计
算的灵活性，提高学生的计算速度和数学思维能力。而在实际的教学中，
学生学习四则运算的错误率很高，搜集、整理、反思学生的错例，找出
错误，对在四则运算教学中有效提高学生计算的正确率，能起到积极的
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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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则运算及其教学要求 
（一）四则运算 
四则运算是指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四种运算。四则运算

是小学数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习其它各有关知识的基础。加法：
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减法：在已知两个加数的和与其
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乘法：求两个数乘积的运
算。(1)一个数乘整数，是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2)一个
数乘小数，是求这个数的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是
多少。(3)一个数乘分数，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除法：
已知两个因数的积与其中的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 

（二）四则运算教学要求 
小学数学四则运算教学的要求，主要是使学生获得有关整

数、小数、分数四则运算的基本知识和珠算的一些初步知识。在
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培养计算能力 和初步逻辑思维能力。使
学生能够正确地进行整数、小数、分数的四则运算，对于其中一
些基本的计算。要达到一定的热练程度。并逐步做到计算方法的
合理、灵活。 

新大纲对各年级四则运算教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有关知识
的教学要求分为知道、理解、掌握、应用四个层次。有关技能的
教学要求分为会、比较熟练、熟 练三个层次。这样就便于在教
学工作中贯彻和评估。 

二、小学生四则运算时易出现错误 
（一）乱用运算律 
对于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等，

应避免学生滥用和错用。例如，题目“48－24÷125×512”，很
多学生看到 125 和 512 就马上进行约分，进而直接得出“48－24
×1＝24”，而忽略了题目中不是三个数相乘，而是乘除法混合的
运算，不能直接运用乘法结合律。 

（二）运算顺序错误   
学生都能记住运算法则，但在实际运用时却会受到理解能力

的影响，导致出错率较高。例如，题目“13/14×14÷13/14×14”
有两级乘法，这就使得一部分学生先计算“13/14×14”和“13/14
×14”， 后再把两个结果相除得出“13÷13＝1”。因此，在计
算此题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计算，或者
先把分数的除法转化为乘法形式，保持算式的一致性，以便得出
正确的结果。又如，计算“8＋3×（9.5－0.5×5）”时，很多学
生会写成“8＋3×（9×5）”，得到错误的结果。对于这个题目，
教师要尽力帮助学生避免定式思维，不让他们随意凑整数而颠倒
了运算的顺序。 

（三）点错小数点，漏抄漏算某数 
在列竖式的四则运算中，学生因为点错小数点而导致的错误

较多，严重影响了计算的正确率。 
例如，对于题目“4.8×9.6－34.5÷4.6”，学生会写错成： 
4.8×9.6－34.5÷4.6 
＝460.8－0.75 
＝460.05 
正确的计算过程为 
4.8×9.6－34.5÷4.6 
＝46.08－7.5 
＝38.58 
不难发现，由于计算“4.8×9.6”时小数点点错了，导致结

果扩大了十倍，而在计算“34.5÷4.6”时，把 4.6 扩大十倍变成
了 46，而没有把被除数 34.5 进行相应的转化，所以得出的商也
是错误的。 

三、小学生四则运算错误产生的原因 
（一）运算定律认识不清 
例:102×15=，100+2，×15=15×100+2=1502； 
115×98=115×，100-2，=11500-2。 
错误产生的原因分析:在学生学习的五个运算定律中，乘法

分配律难度 大，题型变化多，计算错误率高，而且特别容易不
乘法结合律収生混淆。上面的例子就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究其
原因，主要是对乘法结合律和乘法分配律认识不清，运算定律掌
握不够扎实，以至于在应用过程中収生混淆。只掌握计算法则而
不理解算理，那只能是机械地套用，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具体情
况，更谈不上灵活运用，甚至应用起来会収生混淆现象，导致计
算错误率居高不下。  

（二）运算顺序判断不明 
例:32×4?32×4=1； 
23+6-23+6=0。 
错误产生的原因分析:学生为了简便运算而简便运算，看到

除号戒减号两边的算式相同，就根据“一个不为 0 的数除以它本
身等于 1，一个数减去它本身等于 0”直接计算。这显然是受思
维定式影响，而忽略运算顺序，导致计算错误。  

（三）学生能力不过关 
有少数学生在四则运算时经常会造成计算错误，甚至写错运

算符号。可能是学生厌学，或许是对四则运算缺乏兴趣，计算时
情绪低落，甚至会产生消极的情感和厌倦心理，从而造成计算过
程中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的分配不合理，知识的迁移不及时等。
部分学生因为口算、笔算能力不过关，从而造成计算的错误。这
与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忽视了学生的口算、笔算基本功的训练，或
者学生自身对数学缺乏兴趣有关，使得学生计算的准确率不高。 

四、小学生掌握四则运算的教学对策 
（一）让学生理解运算定律 
许多简便运算都是充分合理地应用运算定律、性质的结果。

如果学生没有理解运算定律、性质，简便运算就是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只能是照葫芦画瓢，在题目明确要求用简便方法时才简
算，题目没有明确要求用简便方法计算时，即使算式有简算条件，
也不会自觉地采用简便方法计算。因此，教材在每次教学简便运
算前都有计划地安排运算定律、性质的教学。一种是把运算性质
安排在习题中，让学生通过解答习题，了解运算性质。 

（二）分清运算顺序 
在运算初步教学阶段，教学由百以内加减法组成的两步式

题、由表内乘除法组成的两步式题、很简单的乘加（减）与有小
括号的两步式题。在这一环节中，四则运算教学有三个特点：一
是，以口算为主；二是，解题时只要求写出两步式题的结果；三
是，辅助相关知识的教学，如乘加（减）两步式题能帮助学生了
解相邻两句乘法口诀之间的联系。 

（三）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错训练。很多学生因混淆了四则运
算练习，从而得出错误的运算结果。教师可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
进行习题改错训练。如：“请问下面的运算正确么？如果不正确，
错在哪里？你们在运算时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吗？” 

（1）30-5×3=75 （2）15-12÷3=1 
（3）（96-150÷5）-3×5=315 
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规律，

全面掌握学生四则运算的情况，针对学生存在的不同问题，开展
相应的指导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时间充裕的
情况下，要求学生做好计算检验工作，提升四则运算做题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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