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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浅谈低年级口算能力的培养
□濉溪县新城实验学校  吕  萍
口算是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计算方式，贯穿于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口算能力的最
佳时期是低年级阶段，因为口算是笔算、估算和简便计算的基础，学生能否掌握口算方法，
将直接影响多位数加减法和乘除法的计算。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当把培养低年级学生的口
算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我在教学中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口算能力。
一、采用多种口算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为了提高学生口算能力，达到口算正确熟练，必须通过一定数量的练习来实现。由于低年级
学生注意力不易集中、持久性差等特点，应有意识设计安排一些形式多样的练习和数字游戏
来激发学生口算练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形成良好的口算技能。
（一）开展灵活多样的竞赛活动
利用小学生好胜心理的特点，适时、适量、适度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口算比赛，可以采用视
算、心算、速算、开火车、夺红旗、集体赛算、个别赛等活动进行口算训练。如：开展“采
花朵”比赛，老师出示列有算式的小花朵，比赛开始了，小朋友们（小蜜蜂）依次采下符合
条件的小花朵……通过这样的比赛，在提高计算能力的同时，还增强了学生们的进取心和集
体荣誉感，陶冶了情操。
（二）开展比谁最聪明活动
小学数学教学最终目标之一是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在教学时通过练习培养学生的数学
能力。如：学完“9+（ ）的口算方法”后，引导学生观察渗透9+（ ）=（ ）的几道算式
中，一个加数没有变，第二个加数逐步多1，和也多1的思想，让学生很快理解这几道算式。
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强化加减法之间的联系，通过练习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口算能力。
（三）开展有趣的游戏活动
低年级小学生活泼好动，也容易疲劳，在教学中精心设计一些游戏让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学
习，这样可以提高口算效率。如：拍手算、找朋友、对口令等。在学完“10以内加减法”之
后，为减轻学生的大脑疲劳，提高学生的口算的正确率，我在课堂上设计了“一问一答”的
游戏。师说3+5，生说等于8，师说2+3，生说等于5……这样通过“一问一答”的游戏唤起全
班学生的兴趣，他们兴趣盎然，在欢快的气氛中巩固知识，发展了学生数学的思维能力。
二、加强直观操作实践，帮助学生理解算理
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活动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同时还保留着直观动作思维形式，而
数学知识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样造成了低年级学生思维特点与数学学科特点之间的矛
盾，自然形成了学生认知心理上的障碍。怎样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呢？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加
强直观操作。教学时通过直观操作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在学生学习活动中形
成了“操作——表象——抽象”的认知过程，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有利于提高小学生课
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例如，在教学“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的口算时，教材将34+2和34+20放在一课时中来
教学，这样安排便于比较和掌握算法。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口算方法，先让学生用小棒摆一
摆，摆34（3捆零4根）加2得多少，学生回答得36以后，老师随后问：“你是怎样想的？”
然后结合学生的操作提问，使学生明确地感知算34+2时，是把4根小棒和2根小棒合起来，在
这基础上再上升到理性认识，使学生知道单根小棒相加就是几个1和几个1相加，两位数加一
位数就是先把个位上的数加起来，再加上十位上的数。讲“两位数加整十数”时，同样先让
学生摆34+20是多少，学生有了前边的操作基础，不难说出整捆相加，再加上剩下的4根，一
共是5捆零的4根，也就是54根。由此总结出两位数加整十数的方法，就是先整捆小棒相加，
也就是3个十和2个十相加，再加上单根小棒，也就是再加上个位上的数。这样让学生结合操
作说一说34+2与34+20的计算方法及异同，使学生很快理解和掌握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
的口算方法，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同时，通过说算理及计算过程，培养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运用知识迁移规律，促进计算方法的形成
数学知识是具有系统性的，新旧知识是有联系的。在教学实际中应注意利用旧知基础学习新
知，充分利用知识迁移规律，使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计算方法，逐步学会学习方法，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能力。例如，在教学“几百、几十的加、减法口算”时，用到整百数加、减法和
整十数的加减法，整百加几十的口算与数的意义和组成的基础。教学时注意新旧知识的联
系，复习数的组成及整百、整十的加、减口算方式。为使学生能够熟练并且灵活掌握知识，
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引导学生从多位数的意义及组成知识迁移到几百、几十加法的计算方
法之中，以十为单位进行口算，既教给学生多种解题方法，又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进
一步掌握学习的方法。

第 1 页



3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设计一些对比练习、判断练习，让学生在辨析中巩固口算的方法，借
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口算的正确率。
总之，口算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教学任务，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要经过一个懂
理、会算、熟练、灵巧的过程，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制订灵活多样的训练形式，要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要有趣味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培养低年级学生口算能力
的目的。

教学反思
做有爱的教育
——读《教育的真谛》有感
□祁门县胥岭学校  程夏姿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一生提出了许多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行是知之
始，知是行之成”“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等等。简言之，“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些教育思想一直影响着千千万万的教育
者。
总是听前辈们讲起“学陶师陶”。今年开学初，有幸得到陶行知先生的著作《教育的真谛》
，仔细拜读后，获益匪浅。纵观全书，共分为八大章节，实践篇占了三大章：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新篇：教育是动态的，要接受熏陶；求真篇：学会做人，学做
真人；育人篇：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民主篇：文化为公，教育为公；儿童教育
篇：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结合自身实际，我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努力践行“生活即教育”理念
我很是赞同“生活即教育”这一观点。个人认为回归生活的教育是美好的教育。因为回归生
活的教育能够彰显教育的朴素，能够凸显教育的幸福，能够最接近教育的本真，能够顺其教
育的自然，能够让教育充满温馨和张力，能让教育回到那个温暖而温情的“家”。爱玩是学
生的本性，在课堂教学之外，我常常和学生聊聊我以前的学习生活，我做志愿服务时的所见
所闻，我摄影的故事。有时我也一起参与他们的生活。邀请他们一起散散步，打打羽毛球、
乒乓球等，在运动中抛开师生之关系，一起舒活舒活筋骨，出出汗、调调侃的感觉很棒。
春暖花开，校园边满田金灿灿的油菜花和不知名的野花开得正旺。课外活动，我常常邀上学
生们一起出去乐一乐，一则亲近大自然，零距离感受大自然这美好的馈赠，培养学生的美
育，培养他们鉴赏美的能力。二则让他们从一天繁重的学习当中抽离出来，为他们减减压，
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和学习负担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一大举措。再给他们拍下几张美照留
作青春的纪念，学生们自然乐得合不拢嘴。从课外牵引到课内的写作中，学生们的语言就丰
富多了。
读书背书何须在教室？我让同学们拿着课本坐在操场边的阶梯上，一边闻着花香，一边品着
墨香。给学生营造一个浪漫的、诗意的学习环境。有的学生说，换个环境，换种方式，记忆
的闸门好像瞬间就打开了，记忆的效率提高了不少。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师生关系融
洽了，教与学就顺畅多了！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其内涵是丰富的。读陶先生的思想精华，对现代教
育者和为人父母者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今后我们更要将理论灵活地运用到实际教学
中去，努力“教人求真”，把学生培养为“真人”。
二、实践爱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目光睿智、胸怀博大，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
教师，就产生教育效果。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调皮捣蛋、不认真听课、不遵守纪律、缺乏自觉性、不尽师意的学生
有很多。常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感觉自己付出很多，但有时效果并不理想。读完《教育的
真谛》之后，我掩卷沉思，悟出一个道理：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没有天生优秀的孩子，也
没有天生的坏孩子。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要停下
来，多等一等他们，因为每个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不
能总是盯着问题、缺点以及背后的苛求，用我们的真心、耐心和爱心去唤醒他们内在的力
量，帮助他们变得强大；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感受
他们的喜怒哀乐，去发现他们身上的潜质，扬其所长、补其所短，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
己。
爱的教育是一棵香草，香气怡人，芬芳扑鼻。如果我们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一块可雕琢的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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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深埋沙砾中的金子，把“指责、批评、抱怨”，努力换成“启发、赏识、激励”，那展
现在我们眼前的会是一片充满生机、充满真诚和爱意的美好天地。
一个人无论干什么，首先要有一颗热爱之心，热爱本职工作，热爱生活。作为一名教师，首
先自己要学做真人才能去教人求真。做教育容易，做有爱的教育并非易事。“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教师们一定要有信心、耐心、爱心和恒心，要有博大宽广的胸怀，向美而生，勇
于追逐教育梦想，寻得教育的真谛。

教育随笔
感动徜徉心底
□当涂县实验学校  吴  静
学校一年一度的跳蚤市场开市了！铃声一响，同学们抑制不住兴奋和喜悦，提着大包小包的
物品奔出教室，第一时间抢占操场的有利地势。我和同事们也欣然下楼。好家伙！操场上吆
喝声此起彼伏，各具特色的精致店铺，创意十足的店名，夺人眼球的广告板，还有琳琅满目
的商品，真让人眼花缭乱。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来来，跳楼大甩卖啦！”同学们变身一个个“小贩”，热情
地招揽着生意，他们向来来往往的“顾客”卖力推销着自己的商品，认真的模样让人忍俊不
禁。
跳蚤市场结束了，满载而归的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他们坐在教室里，叽叽喳喳
地与同伴们分享着自己的快乐。教室的角落里，小城同学安安静静地端坐在那里，课桌上赫
然摆着一个玻璃罐子，里面缓缓游动着两尾红红的小金鱼，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玻璃罐，脸
上的笑容灿烂又纯真。
我悄悄地走过去，也俯下身看向这两条小金鱼。“老师，这是我下午在跳蚤市场上买的，我
很喜欢，我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叫小小和多多，不过我今天想把小小和多多送给你，你一定
要接受啊！”
他仰起小脸看向我，清澈的眼睛犹如一汪清泉。我点点头，冲他欣然一笑。“哦，对了！”
他把小手伸进兜里，掏啊掏，然后递给我一张人民币——20元，“老师，今天义卖活动，我
捐20元。”说完，美滋滋地冲我咧嘴一笑。
我凝视着手掌心里的小小玻璃瓶，两尾鱼欢快地游着，一直游进了我的心里，使我的心温暖
又宁静……
小城同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他患有严重的多动症，在南京和上海轮番治疗，可收效甚
微。他上课时，脑袋晃眼睛眨，没有一刻能安静下来，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书写自然是一
塌糊涂。要说他的“经典事迹”，我可是如数家珍：他天性“自由不羁”，无论在第几层
楼，只要看到窗口，他就要铆足了劲向外攀爬；他举止“奔放洒脱”，吃饭吃得好好的，能
把纸团嗖的一下扔到同学的碗里；他行为古怪异常，一次美术课，同桌不小心碰了一下他胳
膊，他居然把一保温杯热水，顺着同桌后脑勺倒进去，美其名曰“浇灌”……
去年冬天，屋外雪花飞舞，语文课上，同学们都在认认真真地听讲，趁我转身在黑板上写字
的空当，他居然不声不响地爬到课桌上，盘腿打坐，然后把秋衣袖子拽掉，露出两条滚圆的
小胳膊一前一后甩来甩去，挤眉弄眼地说：“大家好，我是杨过！”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的
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揪起他的小耳朵，把他拽到了办公室……
要知道，那虽然是我工作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但我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因为一
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华丽转身为一名“孩子王”，接手这个由七个学校分
流来的学生组成的“花样班”，从零开始，由头到脚，从内到外，接受着他们带来的“淬火
锤炼”，小城就是其中之一。
小城父母说，之所以把他转学来，就是希望换个环境能改善他的多动症。身为班主任，我也
总想着，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哪怕他是一块顽石，我也要尽力“雕琢”，希望他一点点改
变自己的行为，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能把所有的知识都掌握。
后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把小城同学留下来“开小灶”，从太阳西斜到隐没，才“放”
他回家， 尽管如此，他还是跟不上大家的步伐，学习是“舅奶奶的花鞋”——老样子，行
为习惯依然时好时坏。苦口婆心地教导训诫，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除了焦虑、挫败感，我
反思自己：不是说蹲下来看孩子吗？不是说要全心全意爱孩子吗？除了担忧焦躁外，我有没
有给过他宽容和体谅？
我开始寻求改变，不再强求小城同学努力与其他同学一致，而对他的关心有增无减：他不爱
学习，却酷爱读书，而且读书时特别专注、认真，我鼓励他参加红领巾广播站，与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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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共读”，将读书的心得和体会一一分享；他手脚勤快，动手能力强，我委托他带头和同
学一起布置班级，大家齐心协力，在“最美班级”评比中，我们班摘得桂冠；他表达能力
强，擅长朗诵、讲故事，声情并茂且表现力极强，我推荐他参加党史故事分享会，他的“城
城版”“一封鸡毛信”的故事在学校广为流传……如果打开“不论学习”的滤镜，他的身上
有多少令人惊喜的闪光点和可贵的品质啊！
感恩节主题的班会课上，他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与同学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说，他想
谢谢老师一直给他鼓励，没有“放弃”他，谢谢同学们一直包容、关心他。台下掌声如雷，
我也忍不住给了他一个拥抱：“小城，你真棒！”他的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明澈透亮，
而我的心中也是幸福满满。
从之前的头涔涔、险些泪潸潸，到现在的淡定、平和、步履从容，转眼，孩子们即将毕业，
那些成长的快乐欣喜，点点滴滴的感动，像那两尾鱼，永远在我的心底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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