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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计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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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我国小学数学教学中，历来重视计算教学。计算教学直接关系着

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关系着各种数学能力的培养与

发展，必须切实提高小学生的计算能力。为了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计算能

力，必须遵循小学生的心理认知规律，采用恰当的教学策略，使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的形成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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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中有加、减、乘、除四种运算，统称为四则运算。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提出要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进行整数、
小数、分数的四则运算。每学习一种运算，学生都应该明确运算
的作用，掌握计算方法，并能运用这种运算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
在小学数学中，掌握计算方法是计算教学本身的重点。 

一、小学数学教学中计算教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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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教学，可以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学生良好的思维
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计算教学，还可以培养小学生
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良
好的学习习惯、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二、小学生计算错误的归因 
（一）概念不清、算理不明 
数学知识是建立在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基础上的。如果概念不

清，就无法依据法则、性质、定律、公式等数学知识正确计算。
小学生对“满十进一”、“借一当十”等算法的混淆、忘记，也阻
碍了数学中的正确计算。 

（二）口算不熟、计算不准 
20 以内数的加减、100 以内数的乘除运算是进行多位数四则

运算的基础，任何一道四则运算都可以分解成一些基本的口算
题，这就要求学生要准确、迅速的完成 20 以内数的加减、100
以内数的乘除口算。如果口算不熟，计算就会出错，而计算中有
一步口算出错，就会导致整道题的计算结果错误。 

（三）题目感知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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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学生感知事物时往往不够精细，比较笼统，而计算
题本身无情节，外显形式单调，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
学生有时会读错或抄错某些数字，甚至当教师提出这些错误时，
有些学生还会感到迷茫。 

学生的感知还伴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具有较强的选择性，从
而忽略了全面、整体的认识。学生会将一些新奇的感兴趣的成分
首先摄入脑海，而掩盖了其他成分，导致计算出错。 

（四）思维定势干扰 
思维是个体先前的思维活动形成的心理准备状态对后继同

类思维活动的一种思维定势。定势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不良的思维定势会干扰新知识的学习，在计算方面，则表现为原
有的计算法则、方法干扰新的计算法则、方法的掌握。如在计算
小数的加减法时，开始会有一些学生是将小数末尾对齐，而不是
将小数点对齐，这是由于整数加减法计算方法的影响而产生的负
迁移。 

三、培养计算能力的教学策略 
（一）激发兴趣，引起有意注意 
兴趣是求知的先导，只有激起了学生对计算的兴趣，学生乐

于学、乐于做，学生的思维才能达到 佳的状态，不至于产生厌
烦情绪，开小差、走神。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情景教学是激发学
生计算兴趣的 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各种
各样的数学游戏或编顺口溜等来激发学生对于计算的兴趣。这样
既创新了计算教学的内容，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 

（二）切实掌握计算的基础知识 
数的认识是学习计算的第一步，学生要进行计算就必须认识

数并了解数的意义。除此之外，学生还应该掌握以下与计算有关

的知识。 
1.运算定律和运算性质 
运算定律和运算性质是对计算客观规律的概括。总结出加

法、乘法的运算定律并利用这些运算定律可以推导出四则运算法
则，指导计算过程；同时，还可利用这些运算定律和减法、除法
的一些运算性质，使运算变得简捷、迅速。 

2.运算顺序 
运算顺序是四则混合运算过程中，对运算先后顺序的一种规

定。很多学生容易受部分强信息干扰，如有括号或者加减乘除的
前后位置等导致运算顺序错误。 

（三）重视算理、算法的讲解 
在计算教学中，有很多教师认为只要让学生掌握计算方法并

反复练习，就可以达到正确、熟练的程度。但实际上，不少学生
虽然能够依据计算法则进行运算，但因为算理不清，知识迁移的
范围就很有限，无法适应计算中千变万化的具体情况。如果在教
学过程中重视算理、算法的讲解，就能使学生不仅知道计算方法，
而且还知道驾驭方法的算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具演示直观形象地说明算
理，然后学生通过操作学具理解算理。此外，小学生的认知较为
具体，通过实际练习，教师更容易讲清算理。 

（四）重视口算，加强笔算 
在小学计算教学中，要处理好笔算与口算的关系，既要重视

笔算教学，也要重视口算教学。基本口算的准确度和熟练程度，
直接制约着计算能力的培养和提高，20 以内数的加减法和 100
以内的乘除法，要达到脱口而出的熟练程度，并在高年级适当加
强口算训练。计算中的常用数据的计算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记，
如 25*4=100，125*8=1000 以及相应的变式等，可以大大提高计
算的准确性和速度。在计算方面，笔算过程要明晰，要培养学生
规范书写格式、自觉进行验算检查的习惯，利用笔算的有利条件，
增强学生的计算质量。 

（五）重视估算，提高验算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某些计算无法算出结果或者不需要进行精确

计算而只需要做出简单判断时，人们通常会采用估算的计算方
法。小学数学教学中与估算有关的内容也很多，如估计商的近似
值、商或者积是几位数、 高位数 大是几等。在进行精确运算
时，结合估算，也通过进行简单的验算，大大提高计算的正确率。
但实际上，除了题目中要求要进行估算之外，学生很少会想到估
算，更不会用估算来验证精确计算的正确与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的渗透估算思想，学生用估算
法对数学规律进行猜想，检验解题思路、解题结果等，将估算思
想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估算、验算意识。 

学生的计算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提高的，计算教学是一个
长期复杂的过程，它应该贯穿在小学数学教学的全过程中。但是，
只要教师能够不断思考，不断探索，持之以恒地寻求切实有效的
方法，正确引导，就能使学生地思维活动充分展开，计算能力不
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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