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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镇中心小学
2020-2021 学年数学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

时间：2020 年 9 月 16 日

参加人员：高正涛、林永涛、张春燕、姜娜、王萌

缺席人员及原因：无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探究强化计算能力培养的数学课堂模式

中心发言人：高正涛

一、活动讨论

1、口算、计算习惯不好。

2、学生好的行为不能坚持长久?如何让其自始至终的保持?

3、如何让学生提高计算准确率?

4、如何解决好与快的矛盾?

二、活动总结

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是小学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教

学大纲也明确要求学生在计算能力方面达到“熟练” 、“比较

熟练”、“会”三个层次，在计算的范围上做了“四个为主”和

“三个不超过”的明确规定。通过本次教研活动的举行，我们深

深的体会到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所

在。

（一）加强计算基本功的训练

计算的基本功要坚持天天练，持之以恒，才能达到熟练的程

度。这些基本功包括：20 以内加减法的口算，表内乘除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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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成整十整百的加减法，判断商和积的位数的方法，20 以内的

π值等。我们要求教师可以在每一节数学课中抽出几分钟的时间

进行口算训练，由易到难，坚持下去，学生的计算能力一定会逐

步提高。在计算中，我们还有必要引导发现和总结一些运算技巧。

如， 十几乘十几， 口诀：头乘头，尾加尾，尾乘尾。 例：

12×14=？ 解: 1×1=1 ２＋４＝６ ２×４＝８ 12×

14=168 （注：个位相乘，不够两位数要用 0 占位。）再如，当

两个分数的分子都是 1 而分母互质时，两个分数相加（减)，和

（差）的分母是两个分母的积，分子是两个分母的和（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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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概念法则及公式的理解与识记

概念的不理解，法则和公式的不熟练直接导致计算存在很大

问题。这是掌握好计算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打好基础，计算能力

才有质的飞跃。首先加强对计算法则的深刻理解，在深刻理解的

基础上进行记忆。教学法则的时候，为了使学生记忆深刻，可以

将某些法则变成顺口溜，儿歌等形式。如长度、面积、体积、容

积的认识：长度一条线，面积一大片； 体积占空间，容积算里

面；解四则混合运算儿歌：通览全题定方案，细看是否能简便，

从左到右脱式算，先乘除来后加减，括号依次小中大，先算里面

后外面，横式计算竖检验，一步一查是关键；解应用题儿歌 ：

题目读几遍，从中找关键； 先看求什么，再去找条件； 合理列

算式，仔细来计算； 一题求多解，单位莫遗忘； 结果要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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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写答案，等等。这样有助于学生加强记忆，运用起来也更方

便。

（三）要重视学生注意力的培养

平时，教师就要要求学生在计算时，从审题、计算到书写，

一气呵成，中途不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教育学生树立责任感，

自信心，力争算一题，对一题，速度与准确率兼行。根据学生的

“好胜”心强这一特点，还可以选择作业典型，提出口头表扬或

书面表扬，让学生仿效，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

(四)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学生书写工整、格式规范、自觉检查、随时验算的好习

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认真读题的习惯。教会我们的

学生拿到题目后认真审题，看清题目的要求，想明白计算过程中

应该注意的问题，然后再动笔计算。2、细心检查的习惯。要求

学生从题目入手，一步一步的检查，先检查运算符号，再检查数

字是否抄错、搬错，再进行认真的验算，看结果是否一致，达到

检查的目的。也可以不看自己的计算过程，重新把题再做一遍，

来查找问题。3、认真书写的习惯。教师要教育学生凡是作业即

使是打草稿，都要写得干净整洁，这样，既能使作业本美观，也

能使自己在做题时看清题目，避免错误的发生。

(五)加强课堂练习的指导

教学计算时，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计算方法，让学生掌握好

计算法则，而且要多给学生练习的时间，争取在课堂上多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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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些课堂作业，特别对学生在计算中出现的失误及时给予指

导。我们应该在教学中精心设计，组织一些有趣的比赛环节，例

如，开展“找朋友”、“开火车”、争当“计算小能手”等多种

活动，让学生在兴趣中提高计算能力，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数学

计算的无穷奥妙。

三、活动成果

经过教研活动，学生在计算的速度和正确率方面取得了较大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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