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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 
◆庄永认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育英小学  363700） 

 
计算教学直接关系着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掌

握，关系着各种数学能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与发展。我国历来
十分重视计算教学。以“算术”为课本名称时就强调：“以四则
运算能力为中心”。现行课标仍然把“培养四则运算能力”作为
主要的教学目的之一，可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们在学生计算
能力的培养上要多下点功夫。 

很多家长和教师都认为计算人人都会，不用动什么脑筋，出
现错误都是粗心所致。其实不然，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会发现学
生计算错误是有规律的，只要我们从中分析造成计算错误的原
因，便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小学生的计算能力将能得到较快的提
高。 

学生计算错误，最主要来源于心理方面的原因，大致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感知比较粗略 
进行计算时，学生首先感知的是由数据与符号所组成的算

式。由于小学生感知事物特征时往往不够精细，而计算本身无情
节，外显形式单调，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将 56、106
错抄成 65、109 的事屡有发生。 

二、情感比较脆弱 
学生在计算时，总希望能很快得到结果，因而，当遇到计算

题里的数据较大或算式过于繁冗时，就会产生排斥心理，表现为
不耐烦，不能认真地审题，也不再时心地选择合理的算法，这样
错误率必定会升高。如 1440÷4＋3600÷6 或（1000—6190）÷2
－1005÷15 如果我们不耐心地按照四则运算的法则进行计算，
错误便随之而生。 

三、注意不够稳定 
小学生的注意力较差，注意的范围比较狭窄，如果要求他们

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上时，也往往
会出现顾此失彼，丢三落四的现象。 

如：100－12×5＋54 
   =100-60 
   =40 
学生在脱式时忘了将“＋54”抄写下来。再者，小学生注意

的转移能力也比较弱，不能很快地转移去适应新的变化。如连续
出现几道加法后出现一道乘法，学生仍然会按照前面的思路来进
行。 

除了心理方面的因素外。知识的欠缺也会造成计算的错误，
比如一位学生在计算 50－26＝？这道题时，他是这样笔算的： 

  50 
—26 
  34 
被减数个位上的 0 不够减，向十位借 1，十位退 1 后剩下 4

再减去 2 应得 2，学生就是没有掌握退一当十才会出错。 
针对这些造成计算错误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培养

学生的计算能力。 
（一）切实掌握计算基础知识 
想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能力，就要从计算的基础知识开始

抓起。从最初数的认识，到四则运算的学习，从计算法则到运算
顺序，无一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连 10 以内的数都认不清
楚，怎么进行加减法的计算？假若做加法时不懂得满十进一，做
减法时不知道退一当十，又如何在一个算式中进行四则混合运算
呢？这些知识，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教者应当让
学生及时掌握并消化，切不可半生不熟，影响后面的进度。 

（二）运用各种手段弄清算理 
有些学生虽然能够依据计算法则进行计算，但为了适应新课

标的要求，为了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为了适应计算中千变万化
的各种情况，我们在教学中应该重视讲清算理，让学生充分理解
算法。这样，计算教学一定会变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 

1、通过教具演示说明算理 
数学虽不像语文那么丰富多彩，但如果我们恰当运用学具或

教具向学生演示过程，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位老师在教学“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的性质时，先让

学生观察老师手上的红花：左手有 2 朵，右手有 3 朵，然后请学
生根据老师出手的顺序列出加法算式。分别是 2+3＝5；3＋2＝5。
学生通过计算，发现在加法算式中，交换加数位置和不变的道理。 

2、联系实际讲清算理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抽象的算理学生难以理解，但如果把它

转化到生活中来，便能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致并欣然接受它。我在
教学中一遇到学生不理解题意时总是引导他们联系到生活当中。
如教学 10 以内的减法时，我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事例：妈妈买
了 10 个苹果，小明吃掉了 4 个，还剩几个？学生很快得出 10－
4＝6（个）：又如教学乘法时向学生举例：每人有 4 朵花，3 人
共多少朵？这些实例平时学生经常接触，利用它们转化为数学知
识，学生接受起来自然多了！ 

（三）加强口算、重视笔算、学点估算 
口算是笔算的基础，笔算能力是在口算准确、熟练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没有口算的基础，笔算就无从说起；其次，生活中
也处处离不开口算。培养计算能力，要从加强口算着手。在不同
的年级根据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口算要求。笔算是根据一定
的计算法则，用笔在纸上进行计算的方法。它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地写出计算过程，笔算可以培养学生认真负贵，一丝不苟的学习
态度，还可以培养书写工整的品德。估算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
不容忽视。比如小到像妈妈到商场买东西大约需要带多少元？全
家外出旅游大约要带多少钱？大到建设工程项目的预算；国家对
各种资源的估计，都离不开估算。所以，从小培养学生的估算意
识具有重大意义。 

（四）加强练习，讲求实效 
对于数学来说，练习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巩固知识与培养

能力的重要手段。教师在设计练习时要围绕重点与难点。教学的
重点内容直接关系到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进一步掌握，教学的难点
内容也常常是学生学习中的弱点。集中力量组织突出重点与突破
难点的练习，有利于沟通知识间的联系，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认
识结构。 

除了重难点的加强练习，我们还需注意易混易错的内容，在
新知识学习后，最好与一些相近、易混的知识做一番比较练习，
降低学生的错误率。 

（五）养成良好的认真的习惯 
良好的计算习惯，直接影响学生计算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为

此，我们必须逐步培养良好的学生的计算习惯：一看即看清数字
和运算符号，不要把他们抄错；二想即想要不要简算，如何简算；
不简算时如何正确地选择运算顺序；三算即仔细地进行计算；四
验即做完之后记得要验算。 

总而言之，计算人人都会，但却很少人不会出错，随着科学
技术与生产实践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已日益普及。虽
然一些繁杂的计算已可以用计算工具来代替，但我们仍要结合教
学内容与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有目的、有步骤的长期训
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计算习惯，要鼓励学生进行合理、灵活的
选用计算方法，才能逐步地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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