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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 “计”之长

———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小学数学计算教学

●马吉德

　　

[摘要]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应用,而“数的运算”则是生活中被应用得最多的数学知识.小学数

学涉及的学习内容比较多,其中计算方面的知识占比较高.因此,计算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点.新课标

指出,小学数学教学应引导学生理解“数”和“运算”的意义,使学生掌握数的基本运算.同时,新课标还强调

了算法的多样化,要求培养学生具备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小学数学计算教学应

不断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强化学生的计算能力,培养学生的一“计”之长.本文分析了小学数学计算教学原

则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策略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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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一环，其关乎着学生

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也是影响小学数学教学质量

的主要因素。 课程改革对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提出了新的要

求，其强调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计算的方法。 教师要提升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效果，促进学

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原则

(一)过程性原则

在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算理并形

成数感。 无论是算理的理解，还是数感的形成，都具有过

程性的特点，不是学生一朝一夕便可完成的任务。 因此，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应秉持过程性原则。 教学是教与学的双

边过程。 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学习

内容，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算理的理解，逐渐

形成数感。

(二)现实性原则

新课标要求小学数学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具备应用数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脱离实际的教学不仅与新课标

要求相悖，而且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因此，小学数学计算

教学应秉持现实性原则。 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已有

经验创建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和

探究欲望，并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助力小学数学计算教学

的高效开展。

(三)探究性原则

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将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打造成为师

生共同探索数学规律、数学公式以及数学算理的过程。 教

学中，教师既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要为学生创

造更多探究学习的机会，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探索空间。

(四)综合性原则

当前，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 因

此，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也要秉持综合性原则。 首先，教师

要将教学目标综合化，要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学主要

目标，促进学生多样化均衡发展；其次，教师要综合各学科

开展教学，挖掘数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开展跨学科教学，

帮助学生构建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最后，要实现模块间的综合。 所谓模块间的综合，即在数

与代数的教学时，教师要综合统计与概率、几何与图形等模

块，增强各领域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理解各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的趣味性不强

数学通常会给学生枯燥之感，而计算则更加乏味。 因

此，学生普遍对计算学习缺乏兴趣。 以往大量枯燥、机

械、重复性的计算题充斥着小学数学课堂，不仅缺乏吸引

力，而且还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久而久之，学生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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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丧失学习数学的兴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

原因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单一，无法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大量的计算题目充斥着小学数学课堂，再加之

题目形式单一，使得学生对小学数学计算学习缺乏兴趣。

教学中，一些小学数学教师未能结合学生的特点与兴趣精心

设计教学题目，只是简单地照搬教材与辅导书中的练习，使

得题目枯燥乏味，脱离了学生实际生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不高。 计算练习是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重要手段，但不是

唯一手段。 情境教学、游戏教学、任务驱动等方法均可用

于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之中。 教师一味开展计算练习，不仅

会导致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手段单一，而且无法调动学生学习

数学的积极性。

(二)计算习惯培养缺乏系统性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算理与形成数

感，还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计算习惯。 计算习惯的培养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系统性的特点。 对于小学生而

言，其良好的计算习惯包括做题时审题的习惯、计算时看题

抄题的习惯、做完题目后检查的习惯等。 以往小学数学计

算教学中，教师只是一味强调学生要注意审题、注意检查，

但对如何审题、如何检查则缺乏有效的指导，导致学生虽然

知道审题与检查的重要性，但在做题时往往无从下手，不知

道应该如何审题、如何检查。

教师对学生计算习惯的培养不够重视，在教学中更加强

调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培养，在计算习惯培养方面投入的时间

和精力不足，导致计算习惯培养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 除

此之外，家长在培养孩子计算习惯方面也承担着重要责任。

有的学生在计算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经常东玩西看，这种

习惯的养成与家庭环境以及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

的学生在家中学习时，家长出于关心，经常无意中影响了孩

子的学习专注力，使孩子在学习时容易分散注意力，并养成

不良学习习惯，其中也包括计算习惯。

(三)计算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不仅可以及时反馈教

与学的效果，还能对学生起到激励和引导的作用。 但在实

际的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部分教师对计算教学评价的作用

认识不足，未构建完善的计算教学评价体系，导致计算教学

评价作用发挥不充分。 如计算教学评价多以教师为单一主

体，学生计算结果的准确率是唯一评价标准等。 评价主体

与评价标准单一，不仅影响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也会导

致评价的作用大打折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

因在于教师对计算教学评价的作用认识不充分，只是将评价

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工具，未能将学生纳入评价主体范

畴之内，未能借助评价的反馈作用分析教与学中存在的不足

之处，导致计算教学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优化策略

新课改对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给教师带

来了新的挑战。 教师应结合新课改要求，以新课改为契

机，从传统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以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积极创新教学模式，提升小学数学计算

教学质量和效果。

(一)创设有价值的教学情境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的应用，拓展了计算

教学的形式，丰富了计算教学内容，增强了计算教学的吸引

力，是提升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效果的有效措施。 教师要想

发挥情境教学法的优势和作用，助力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高

效开展，关键在于创设有价值的情境。 价值低或者无价值

的情境对教学的帮助较小，甚至对教学无帮助，这会浪费宝

贵的课堂时间，并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因此，教师要创设

有价值的情境。 笔者认为有价值的情境需要同时满足以下

几点：能够为教学服务、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生动活

泼有吸引力。

以“有余数的除法”为例，教师可以创设如下教学情

境：“小明邀请小红一起去踏青，并准备了５个苹果，他们

应该怎么分呢？”这样的情境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能够为

教学服务。 这样的情境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能够结

合学生的生活经验。 同时，踏青与分苹果对于学生而言比

较有趣。 因此，这样的情境生动活泼、新颖有趣，对学生

更具吸引力。 这样的情境属于有价值的情境，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对知识的探究积极性，既可以提升

教学效率与效果，又有助于学生计算能力的提升。

有价值的情境能充分发挥情境教学法的优势和作用，更

好地为教学服务。 因此，在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教学需求以及学生特点、兴趣以及生活实际创设情境。

教师不能为了情境而创设情境，而应为了促进教与学的质量

和效率而创设情境，这样的情境才是有价值的情境。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

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是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重要责

任之一。 在教学实践中不难发现，学生的计算错误很多都

是由于学生的不良计算习惯而导致的。 培养学生良好的计

算习惯可以提升学生的计算速度和准确率。

良好的计算习惯包括认真审题、规范书写、仔细验算以

及整理错题的习惯等。 小学生在计算时容易注意力不集

中，经常会看错题目要求，如将“５”看成“８”，将“x”看

成“＋”等，进而导致结果错误。 为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小

学数学计算教学中应培养学生认真审题的习惯。 教师不仅

要强调学生认真审题，同时还要教会学生认真审题的方法。

如让学生在看题的过程中手指跟着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学

生提升审题效果，准确把握题目要求，避免因审题不仔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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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计算错误。

规范的书写可以让人眼前一亮，可以让学生的计算过程

更加清晰明了，同时也能使学生避免因看不清书写的内容而

导致计算错误。 因此，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规范书写的习

惯。 如让学生准备一个草稿本，专门用于打草稿。 做题时

在草稿本上打草稿之后再在练习本上书写，这样便能提升书

写的规范性。

验算是检验计算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方式，是帮助学生发

现和改正错误的有效措施。 但部分学生在做题过程中往往

对验算的主动性不强，很少有学生在计算完成后会主动进行

验算，通常都是在教师要求下才会进行验算。 部分学生计

算验算结果与原来的答案不符时不会主动分析错误的原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未养成验算的习

惯。 因此，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验算的习惯，并指导学

生掌握正确验算的方法，如应用竖式验算、通过估算的方法

验算等。 同时，教师引导学生在发现错误后不仅要及时改

正，而且还要分析和反思错误的原因，避免在今后的计算中

出现类似的错误。

此外，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教师还要培养学生整理错

题的习惯。 整理错题的过程也是学生反思和总结的过程，

能够让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 学生日后翻看自

己整理的错题的过程也是一个复习的过程，能够对自己的学

习起到巩固的作用。 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整理错

题，而且教师要定期检查。 教师的定期检查能够起到有效

地监督和督促作用，让学生坚持仔细整理错题，并最终养成

整理错题的习惯。

(三)完善计算教学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但其重要作用往往却得不

到充分地发挥。 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学目标更加多元，学

生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 因此，教学评价的主体和教学评

价的方式方法也应是多元化的。

在评价主体方面，教师要转变以往以教师为单一评价主

体的模式，将学生纳入评价主体范畴之内。 将学生作为评

价主体，学生可以对其他同学做出评价，也可以对自己进行

评价。 相较于教师评价，以学生为主体做出的评价往往更

客观、更贴近学生实际。 因此，学生评价可以为教师提供

更全面、更客观地参考，对教师改进和优化教学策略更具参

考价值。 在评价方式上也要强调多元化，要转变以往仅仅

根据学生计算结果准确率做出评价的方式。 教师要更多地

关注学生的学习与计算过程，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

结合。 这样的评价方式更加全面，更能反映出学生的学习

情况，能真正发挥评价的重要作用，助力小学数学计算教学

的高效开展。

以“２０以内加减法”为例，学生在计算时所应用的方法

多样，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会应用“凑十法”进行计算。

如７＋８，有的学生会先算７＋３得１０，有的学生会先算２＋８
得１０，还有学生会先算７＋７得１４。 在教学评价中，教师不

仅要关注学生计算结果的准确率，而且还要多关注学生的计

算过程。 针对不同学生采用的不同计算方法，在不影响其

计算结果准确率的基础上，教师应鼓励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

进行计算。 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学生的不同思维，而且有助

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计算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

养学生计算思维以及计算习惯的关键所在。 课程改革背景

下，教师应结合学生的特点、能力、水平、兴趣以及发展需

求，不断优化和调整计算教学策略，推动小学数学计算教学

的创新。 教师要以创新为手段，提升计算教学效果，引导

学生提升计算能力，培养学生的一“计”之长，为学生今后

的学习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１]赵丽．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计算教学模型建构———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五步尝试教学模式”[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

２０２０(０２):２５３．

[２]唐海军,叶娟,张静．小学低段计算教学中数学核心素养的培

养———以“同数连加的解决问题”一课为例[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０１):５３Ｇ５８．

[３]黄胜英．结合实际生活,体验数学思想,提高运算能力———浅

谈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有效策略[J]．教师教育论坛,２０１９,３２(１２):

５２Ｇ５４．

[４]戴媛媛．提高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有效体验———«不含括号的

三步混合运算»计算课教学感悟[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２０１９(０２):

２５Ｇ２６．

[５]江 兴 勇,邹 富 玉．ACTＧR 理 论 对 小 学 数 学 计 算 教 学 的 启

示———以“整数除小数”为例[J]．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８,５(５２):３７８Ｇ３８０．

作者简介:

马吉德(１９８６－),男,回族,甘肃临夏人,大学专科,一级教师,甘

肃省广河县上集小学,研究方向:小学数学教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