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牟平区龙湖小学 2022-2023 学年数学

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

数学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时间:2023 年 3 月 6 日

参加人员:教导处、全体数学老师 缺席人员及原因:无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怎样提升学生的计算能力？

中心发言人:杨晶老师

一、活动起因

困惑一:学生计算时不是看错数字、符号，就是写错数

字、符号;

困惑二:为什么加法总是忘了进位、减法忘了退位，加

法当减法做、乘法做成了除法。

部分家长以及相当多的学生，都愿意将这些现象归结为

粗心、马虎，但通过长期观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二、活动讨论

(一)发现问题，改变学生认知

为了让学生认识到计算的重要性，我校在学生中开展了

一项活动: 以两个周时间为准，让学生自己搜集计算中经常

出现的错误，可以每位同学自己进行，也可以通过小组合作

一起找，两周后上交错题记录，包括出错原因，看谁找的认

真，错因找的准。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把问题

汇总出来了:(1)题目看错抄错，书写潦草，6 与 0、1 和 7 写

得模棱两可;(2)列竖式时数位没对齐等;(3)计算时不动笔



验算;(4)一位数加、减计算错误导致整题错;(5)做作业时专

注力不集中。

从一些学生的计算错误来看，“粗心”的原因有两个方

面:一是由于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尚不够成熟，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一方面是自然成长

过程，第二方面则可以采取相应方法进行培养，所以在引导

学生分析原因的同时，要把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上议

程，这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关键，也是数学核心素养的基本要

求。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

做题计算中出现的错误，大多数是粗心大意、马虎、字

迹潦草等不良习惯造成的。因此，良好的计算习惯是提高计

算能力的保证。在计算训练时，要求学生一定做到一看、二

想、三算、四查。

1.看:就是认真对数。题目都抄错了，结果又怎么能正

确呢?所以，要求学生在抄题和每步计算时，都要及时与原

题或上一步算式进行核对，以免抄错数或运算符号。要做到

三点:①抄好题后与原题核对:②竖式上数字与横式上的数

字核对;③横式上的得数与竖式上的得数核对。

2.想:就是认真审题。引导学生在做计算题时，不应拿

起笔来就下手算，必须先审题，弄清这道题应该先算什么，

后算什么，有没有简便的计算方法，然后才能动笔算。另外，



计算必须先求准，再求快。

3.算:就是认真书写、计算。作业、练习的书写都要工

整，不能潦草，格式一定要规范，对题目中的数字、小数点、

运算符号的书写尤其要符合规范，数字间有适当的间隔，草

稿上的竖式也要数位对齐、条理清楚，计算时精力集中，不

急不抢。

4.查:就是再做一遍。计算完，首先要检查计算方法是

不是合理;其次，检查数字、符号有没有抄错，小数点有没

有错写或漏写；再次，对计算中途得到的每一个得数和最后

的结果都要进行检查和演算。因此，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是

防止计算错误，提高计算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培养学生口算能力，切实打好基础

口算是主要靠思维记忆，直接算出得数的计算方式，它

是计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必须打好口算的基础。

1.为了提高学生口算的准确率和速度，可以根据学生知

识结构，有意识地让学生记一些特殊数字的组合，如:和是

整十、整百的两个数(73 和 27，98 和 2 等)。这些计算结果

的记忆，不但对提高学生的计算准确率有很大的帮助，而且

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计算速度。

2.每堂课上安排练习。每节数学课安排 2-5 分钟的口算

练习，持之以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多种形式变换练。 例如:视算训练、听算训练、抢答

口算、口算游戏、“对抗赛”、“接力赛”等等，提高学生的

应变能力。

(四)加强估算教学

估算可以培养学生的“数感”，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运算”，可以帮助学生检查计算的结果正确与否，运用估

算的方法可以对计算的结果做预先定位，快速地确定计算结

果的取值范围，通过计算前的估算和计算后的检查，可以避

免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可以让学生看计算结果的末一

位，如个位是 3 和 8，结果的个位相加就肯定是 1，相乘就

一定是 4 等等。

总之，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应该贯彻在整个小学数学

教学的全过程，既要加强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同时也要

注重对学生的针对性训练。只要认真钻研，工作中不断进行

总结和完善，认真挖掘计算题中的能力因素，学生的计算能

力一定能得到提高。

三、活动成果

通过教研活动，80%的学生在计算能力上得到了提升，

取得了较大进步，90%的学生计算习惯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奠定了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