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
“运算能力主要是指能够根据法则和运算定律正确地进
行运算的能力。培养运算能力有助于学生理解运算的算
理，寻求合理简洁的运算途径解决问题。 ”要培养学生的
运算能力，除了多做多练，提高运算的准确度外，还要引
导学生探索并了解运算律，会运用运算律进行一些简便
运算，以提高运算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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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也是小学生进入高一层次学习必备的基本功之一。《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指出：“使学生能够正确地
进行整数、小数、分数四则运算，对于其中一些基本的计
算， 要达到熟练的程度， 并逐步做到计算方法合理、灵
活。 ”这就需要我们教育者在进行数的运算教学时，根据
题目的特点，利用数的组成、运算定律、性质、和、差、积、
商的变化等方法进行简便计算。 那么，在具体的教学中
如何培养学生的简便计算能力？我在教学实践中是这样
做的：

一、变号法
变号法是根据运算的性质，在不改变运算结果的

条件下，适当改变原来算式的运算符号，使计算简便
的一种方法。 如计算 234－8.6－11.4 时，因为 8.6＋
11.4 等于 20，所以根据减法的性质，在 8.6 的前面和
11.4 的后面添上括号， 同时改 8.6－11.4 为 8.6＋
11.4，即 234－（8.6＋11.4），这样计算就简便多了。 在
使用变号法时需注意只有在同一级运算中， 无论是
去掉括号还是添上括号， 括号前面必须是减号或除
号才能变号。

二、并整法
并整法是把一个接近整一、整十、整百、整千……的

数当作整一、整十、整百、整千……的数去进行计算，然
后再把多算的部分减去或者把少算的部分补加上去的
一种方法。如：3.5×10.2，可先把乘数 10.2当作 10去乘，
由于少乘了 0.2， 所以还需要补上 3.5×0.2， 即：3.5×
10.2＝3.5×（10＋0.2）＝3.5×10＋3.5×0.2
� � 三、凑整法

凑整法是四则计算中的一种重要的简便方法，它主
要是把不是整一、整十、整百、整千……的数先凑成整
一、整十、整百、整千……的数，然后进行计算。 如：计算
357－23-27+13，就可以运用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把
能凑成整的数先结合起来，再进行计算，即：357－23-27�
+13＝（357-27）－（23-13）

在运用凑整法时，教师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找出题目中能凑整的数来。

四、补数法
补数法是在乘、除法运算中，在不改变计算结果的

前提下，视题目的特点，补充一些数目，使算法简便。 如：
计算 28.7×99＋28.7时，就可以把 28.7 看作是 28.7×1，
补上一个乘数 1，然后再进行计算，即：28.7×99＋28.7＝
28.7×99+28.7×1＝28.7×（99＋1）

五、分配法
分配法就是应用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进行简算。

如：计算 86×46＋86×54 时，就可以直接运用乘法对
加法的分配律进行简算。 即：86×46＋86×54＝86×
（46＋54）

六、积不变扩整法
积不变扩整法就是指在乘法里，先把一个因数扩大

（或者缩小）若干倍（0除外），使之扩成整一（个）、十、百、
千……的数，然后把另一个因数缩小（或扩大）相同的倍
数，使计算简便的方法。 如：计算 7.5×28时，先把 7.5扩
大 4 倍得 30， 再把 28 缩小 4 倍得 7，30 乘以 7 得 210，
即：7.5×28＝（7.5×4）×（28÷4）＝30×7＝210
� � 七、商不变扩整法

商不变扩整法是指在除法里，先把被除数和除数同
时扩大相同的倍数（0除外），使计算简便的方法。 如：计
算 1487÷125 时， 就可以先把被除数 1487 和除数 125
分别扩大 8 倍，得 11896 除以 1000，然后利用把一个数
缩小 1000倍， 就可以把它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三位直接
写出它的商， 即：1487÷125＝（1487×8）÷（125×8）＝
11896÷1000＝11.896
� � 八、拆因扩整法

拆因扩整法是指在乘法运算中， 利用运算定律，把
乘积是整一（个）、整十、整百、整千……的数结合起来先
乘，使计算简便的方法。 如：计算 25×36 时，从表面上
看，好像没有什么简便计算的方法，但仔细一看，就可发
现其中的一个因数 36可以拆成 4与 9相乘的形式，而 4
与 25相乘正好得 100，100乘以 9得 900， 即：25×36＝
25×4×9＝100×9＝900
� � 九、移位结合法

移位法是指在运算中， 根据题目中数字的特点，
利用移位法变算式为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 进行简
算。 如：计算 913×1117＋1113×1217 时，可以把 913
和 1117 的分子互相交换位置， 上式就变为：1113×
917＋1113×1217，再利用乘法的分配律，计算就会变
得简便得多。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要使计算变得简便，除了以
上常用的九种方法之外，还有基准数法、拆整法等多
种方法。总而言之，在计算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看清题
目，找出题目中数字的特点，然后根据其特点，灵活地
选择计算方法，使学生计算得又对又快，从而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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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小学生的简便计算能力

科学课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的
一门学科， 是一门教会充满好奇心、求
知欲的孩子怎样认识事物， 认识世界，
影响孩子一生的学科。 新的课程标准对
小学科学科目提出了以下六个理念：科
学课程要面向全体学生；学生是科学学
习的主体； 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
科学课程的内容要满足社会和学生双
方面的需求； 科学课程应具有开放性；
科学课程标准的评价应能促进科学素
养的形成与发展。 这些理念，强调培养
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
素养。

一、内容方面
（一）科学课程不仅综合了自然课

的主要内容，还增加了科技与人类社会
的关系、对人体自身的认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教学内容，
更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技术素养。

（二）科学课程具有更强的实用性、趣味性和灵活性。
课程中的内容更注重选择贴近学生日常生活、 符合儿童
兴趣和需要的学习内容。 尤其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
全面的发展。

二、在教学各方面的转变
（一）在上课时，教师应根据课堂上出现的情况，灵活多

变地运用各种教学方式，随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教学环节。
（二）在备课时，教师不仅要考虑到书本上的内容，还要

考虑到书本之外延伸的内容，充分查阅相关书籍和资料，以
防上课时出现学生质疑，而自己却不知怎样回答的情况。

（三）打破传统的教学形式，创设开放性课堂。 有的学
习内容实践性非常强，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因此，教学过
程不能仅仅在课堂上，需要提前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搜集
材料、合作探究、从中获取知识。

（四）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教学反思，始终让学生成为课
堂教学中的主人，有利于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学生成长
进步。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许多困惑，需要在今
后的教学中逐步想方设法解决。 如：如何大面积地提高学
生学习、 探究的积极性， 更好地搞好小组合作的效果等
等。 在科学教学的道路上，我将继续努力，争取更大更多
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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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一些东西涌过来， 黑暗吗？ 四周确是一片漆黑， 浓稠

的，抹不开。 我溺于其中，难得喘息。 骨中泛起凉意，似水漫
上，侵蚀着身体。 一种难言的情绪浸着我，卷起的浪险些将
我打翻。 乘于浪头，刻意忽视掉那砭骨的滋味，有些无望地
拉长视线。 一星暖黄兀然入眼，映于瞳孔。 穿过纤长而细密
的神经，心，顿生一股暖流，周身回暖。 我顾望四周，眼底的
光曝在黑暗上， 周遭的一切豁亮起来， 万物巨细靡遗地呈
于眼前———阳光照耀大地，绿叶涌出树枝，犹如电影镜头中
万物飞快生长。 那熟悉的信念又回到我的心中。

我踏上那条明晰的路，那条苍青赭赤之间的白道。
当周围的一切暗下来，在何处才能借得光亮？
明媚的阳光轻抚万物，天地间罩上了一层暖色。莺飞草

长，万物生发，遍地都是生长的声音，细碎的，却是打破了
冬日的沉寂。 耳边时不时传来孩童的嬉笑声，糯糯软软，怡
然香甜。 突然， 一句稚嫩却坚定的言语刺入这暖融的春
光———我长大了一定要当音乐家！

那张映照着春光的笑靥似与记忆中的另一张脸重合。
我背过身去，抓着衣角的手骨节泛白。那声音仍挥之不

去，像是……梦魇？ 我把耳麦的音量调到最大。
心中沉寂已久的某种东西却是蠢蠢欲动。 我坐在教室

里，黑板上一道道的题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望着在光束中
上下浮动的尘埃，我突然萌生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将手置于阳光下，有些惨白的意味，青色的血管突起，

眼前的一切都笼上了一层灰调。 这双曾承载着厚重的希冀
的手已经多久没拿起画笔了？

回忆嬉笑着蒙上我的双眼。
一双小小的手在纸上挥动着，笔触间略见生疏，运起笔

来还有些不稳， 一组一组的线条跃然纸上。 画架前是一组
静物， 错落有致地摆放着， 一旁的灯盏将暖黄的灯光斜洒
下来， 光与影间暧昧的结合就此铺陈开来。 我坐在高高的
凳子上，腿悬在空中不停晃荡，视线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
短， 眼前所见就在眼中。 那不算是浓墨重彩的事物倒也是
留下了不灭的痕迹。

我看见自己拿起橡皮开始用力擦拭画上的一角， 橡皮
屑一点点掉在地上，我却像是着了魔，没有停止的意思。 整
张画纸终成白色，只隐隐见得铅笔的痕迹。

某种坠落感将我拉回教室。
抬起头环顾四周， 偌大的教室充斥着某种福尔马林般

的东西，浸泡着曾经鲜活的事物。 因为紧张的学业，我将自
己多年来认定的东西束之高阁， 满心认为某些事物不会改
变。 然后突然发现自己不觉间已经越过了某条线。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双手，突然就不知该如何发问。
海是灰色的，吐着浪花，好像有层层心事。 而我，逐渐

浸入其中，腥咸的海水从脚踝向上，凉意先漫过胸口。 恍惚
间我知道自己该向岸上走，却找不到确切的理由。

束之高阁的东西，纵然心中如此暗潮涌动，要想将其举
重若轻地拿下来，谈何容易。

都说前路信者得之。 现如今，我恍然抬头，四下无路。
终是敌不过心中的念想， 我将堆在杂物中的画具一件

件翻找了出来。 它们带着满身灰尘，静默着。 它们是多年未
见的老伙计， 带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寂。 笔杆上的木纹
与记忆中的重合，犹疑着，我将其握起。 蓦地就明白了顾城
所说的使人不得安宁的力量究竟为何。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一点一点溢进屋子。
周身充斥着暖融的气流，好似昏睡了一冬，睁开眼，就

真的见着了融融春光。
摊开手掌，将之置于阳光下。 长长的生命线横亘掌心，

一直向远方生长，余生长得望不到尽头。 云雀鸣于山巅，声
音嘹亮动听，而这样的声音我还能听见很多次。

要把应该走的路走得漂亮，才可以走想走的路。
就如李碧华所说，若有所待便是人生。
也许以后还会有很多次，周身的一切都暗下来，近乎无

望。那就先停下前进的步子，登上某
座山巅，望望远处，那个散发着无尽
光亮的节点。

握紧，那誓言般的梦想。
（指导老师：陈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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