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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教学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教学过程，要
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要做到经常化，有计划、有步骤，在时间上
要讲求速度，在数量上要讲究密度，在形式
上、内容上要注意灵活新颖。只有我们教师
和学生共同努力，持之以恒，才有可能见到

成效。



数学计算中存在的问题：

一 .运算顺序出错

  
在做脱式计算时，有的学生对运算顺序不明确，
不知道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比如，120+36÷9，
有的学生先算了120+36，那么这样做，显然是不
对的，而只有一级运算的78-35+67，有的学生居
然先算35+67，等这类问题。



二 .计算时抄错数或符号  

    这类问题是出现最多的。比如，（1）抄错数
字。课本上是42÷6，而到了作业本上，变成了
24÷6，或者是横式事42÷6，而到了竖式上便是
24÷6。（2）抄错得数。竖式上写的是213，而
到了等号后面就变成了231或者是312了。（3）
抄错符号比如71x6+232，有的在抄算式时就把
+号抄成了 -号，或者把乘号抄成了加号，等此
类问题 



三 .“简单”的错  

比如口决背错，二六十二，个别学生背成二六十八等，还有就是

直接写得数里面也容易出错的，0+342=345，0X342=342等，

这类题越是简单，他们越马虎，也就越容易出错。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策略：    　　

一、讲清算理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关键所在   　　

计算教学既要让学生在直观中理解算理、掌握计算法则，也
要让学生充分体验由直观理解到抽象算法的过程，从而达到
对算理的深层理解和对算法的切实把握。实践证明，学生计
算能力的高低，关键在于能否理解、掌握算理：异分母分数
相加减，为什么要先通分 ;分数除法，甲数除以乙数 (0除外 )
，为什么可以写成甲数乘乙数的倒数 ;小数加减法，小数点为
什么要对齐……学生一旦理解了、掌握了这些内容，就能从源
头上解决问题。例如，学生要具有小数除法的计算能力，就
必须先理解及掌握小数除法的意义和算理，而后掌握小数除
法的计算法则，只有这样，学生计算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他
们的计算能力才能得到提高。



二、激发兴趣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强大动力   　　
1.运用电教媒体激发兴趣   　　
在计算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录像、录音等
电教媒体，分散重点、突破难点，使抽象的
问题具体化，静止的问题动态化，枯燥的问
题趣味化，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计算兴趣，
达到提高计算能力的目的。例如教学7的乘法
口诀这课时，课前首先播放白雪公主和七个
小矮人的录像，每个小矮人手拿一个气球，
气球上的数据依次是7、14、21、28、35、
42、49，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发现这组数据都
和7有关，巧妙地引入课题，便调动了学生学
习7的乘法口诀的积极性，从而为后面的乘法
口诀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发挥语言优势激发兴趣   　　
教师幽默风趣具有鼓动性的语言，对于激发学生
的计算兴趣至关重要。因
此教师的数学语言要形象生动、充满乐趣，这样
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也愉快。比如：在教简
便计算25×9×4时，可告诉学生25和4是一对很
要好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能随便拆散他们，而要
将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教师这么一句简短却幽
默风趣的话语，使学生的计算热情一下子就被激
发了起来。



3.及时表扬鼓励激发兴趣   　　
学生都渴望得到教师的关心与信任，渴望得到教
师的尊重与鼓励，这是学
生的天性。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这个心理特点，
对学生计算过程中取得的进步及时地给予表扬：
可以送给学生一个满意的微笑，或者一个会意的
点头，或者一句由衷的赞美 “真会动脑 ”、 “真细
心 ”、 “这么快 ”、 “今天的计算能手一定是你 ”等。
除了语言上的鼓励外，还可以采取奖给学生一朵
红花、一颗五角星等形式来增强他们的学习自信
心，增加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从而激发他们对
计算的兴趣，提高计算的能力。   　　



4.开展游戏活动激发兴趣   　　
教师根据小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组织一些
富有情趣的竞赛活动，对
激发学生的计算兴趣，提高学生计算能力效果比
较明显。如 “夺红旗比赛 ”、 “开火车比赛 ”、 “看
谁算得又快又对 ”、 “谁先摘到金苹果 ”等。此外，
教师可定期举行计算比赛，将前十名名单张榜公
布在班级的墙报栏里。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
数学，热情高、兴趣浓，计算的能力便在不知不
觉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三、培养习惯是提高计算能力的根本保证   　　
1.认真审题   　　
很大一部分学生对待计算往往不加思考，
提笔就算，不算便罢，一算就
错。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督促学生认
真审题，看清题目中的每一个数字和运算
符号，想好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后才下笔。   



2.积极校对   　　
计算题都要抄题，教师应要求学生边抄题
边校对，做到不错写、漏写，
坚持三核对：题抄好后要与原题目核对 ;
竖式上的数要与横式上的数核对 ;横式上
的得数要与竖式上的得数核对。这样，随
着学生校对习惯的日渐养成，计算的正确
率会明显提高。   　   



3.善于验算   　　
验算则是通过不同方式，检验先前计算结
果是否正确的自我检验方法。
验算对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起着无足轻重
的作用，因此，在计算教学时，教师要强
化学生的验算意识，促进学生形成严谨、
认真学习的良好习惯。   　



4.规范书写   　　
规范的书写不仅能正确表达学生的运算思
路、计算方法和计算步骤，还能有效地防
止错将 “5”写成 “8”， “1”写成 “7”  等现
象的产生，为提高计算的正确率提供了初
步的保证。   　　。   



四、强化记忆是提高计算能力的有效途径   　　

平时的运算中，学生如果能熟记一些常用的数据，对提高自身的计算能力将会有明显的帮助。   　　

（1）和或者积为整十、整百、整千的特殊数据，如：25×4=100;125×8=1000等。   　　

(2)10—20的平方数以及1—6的立方数。   　　

(3)常用的分数、小数、百分数的互化结果。   　　

(4)π与自然数1—9相乘的结果，如：3.14×2=6.28;3.14×9=28.26等。   　　

(5)有关 “0”和 “1”的  计算特征，如  a+0=a;a×1=a;a÷1=a等。   　　

总之，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将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贯穿于教学的始终，

而且要常抓不懈，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上计算，热爱上数学，从而大面积地提高数学

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