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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心算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技能。 所以我们在探

索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的同时， 还要寻求科学有效的

练习形式。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基本技能的形成，

需要一定量的训练，但要适度，不能依赖机械的重复操

作，要注重训练的实效性。

珠心算的正确、 迅速离不开扎实、 有效的持续训

练，经常性的适当练习才能稳定技能。 在日常教学中，

我根据珠算内容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水平， 精心设计

针对性练习、辨析性练习、对比性练习，分阶段落实计

算技能的形成。

一、新知后———设计针对性练习

在初学一个新的知识点之后， 要针对本单元或本

课时珠算知识的特点设计练习， 让学生在练习中重温

算理、巩固拨珠方法。

比如：在学习了减4的破五加后，我设计的第一项

练习是全盘拨5-4、6-4、7-4、8-4， 通过全盘拨珠训练，

让学生熟练双上6的拨珠动作；第二项练习是“珠+数”

的练习，比如： +4= ，通过这样的练习帮助学生在

脑中形成一定的珠像；第三项练习是对比练习，将几加

4和几减4、直减4和破五减4进行比较，进一步突出破五

减的方法；第四项练习是综合练习，将所学的直加和直

减、满五加和破五减综合成三笔加减算，提高学生的珠

算能力。

这样的练习针对性和层次性都很强， 可以及时巩

固所学的新知识，并能纳入已有的知识体系中。

二、形似处———设计辨析性练习

针对形似易错的珠算，要设计辨析性练习，加强不

同方法的沟通。 首先，每一个知识点都要让学生练熟，

不然的话，在后续的学习中，遇到一些形似的题目，学

生就会出现较严重的错误。

比如， 在学习了退位减之后， 由于思维定势的影

响，学生遇到十几减几的题目，不管个位够不够减，都

去减十加几。 这时就要设计一些辨析练习， 如17-6和

17-9被减数相同、减数不同，前者个位上7-6是够减的，

只要直接减。 如果学生方法混淆了，就会先减十；而后

者个位上不够减，是退位减。 还可以设计15-6和19-6这

样被减数不同、减数相同方法不同的辨析练习。

在学完了直减进位加后， 我发现学生会将加4、加

3、加2、加1的进位加与破五减混淆。 比如7+3，应该是加

十减7，学生会错误地拨成减5加2（双上7）。 所以，在学

习加5以下的数的进位加时，要提醒学生看清算盘上的

算珠，辨析个位够不够加，不够加就要加十减补。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指法的辨析与校正，比如在算

盘上布数十几，是用左手拨十，右手拨几；而在进位加

拨加十减补时，要用左手拨十，右手减补。 这两种情况

下指法是不同的，所以要加强辨析练习。 还有在左手拨

入与拨去10时，学生的手指往往很随意，有的学生不管

拨入还是拨去全用拇指、有的全用食指，还有的用食指

和中指夹来夹去，为了校正左手的指法，可以适当进行

左手拨珠的全盘练习。

三、混淆点———设计对比性练习

针对容易混淆的珠算，增强比较珠算种类、正确选

择珠算方法的练习。 比如：在教学了“破五进位加”后，

可以跟之前的“直减进位加”相比较，也可以第一个加

数相同，第二个加数不同相比较，让学生从中找出相同

点和不同点，更好地沟通新旧知识的联系。 我在教学时

设计了三次对比练习。

第一次对比：6+6 7+6 8+6
这三道都是加6的进位加，让学生在练习拨珠的过

程中，进一步巩固加6的破五进位加的方法，得出加号

后面的数相同，拨珠的方法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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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对比：6+6 6+7 6+8
这三道题看似与第一组的三题类似， 但方法却是

完全不同的，通过拨珠和比较，让学生知道+6、+7、+8的

方法各是什么， 并且进一步归纳出进位加法的方法是

加几就要加十减几的补数。

第三次对比：6+6 7+7 8+8 9+9
这三道题包含直减进位加和破五进位加， 通过比

较突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使学生进一步明

确加十减补时，什么情况下要直减，什么情况下要破五

减。

当然， 我们还要加强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对比。 比

如：满五加和破五减的对比、直减进位加和破五进位加

的对比、进位加和退位减、破五减和退位减、满五加和

进位加的对比。

在比较直减、破五减、退位减的方法时，由于学生

年龄小，容易混淆，我就借助人民币的概念帮助学生理

解。 买一块大橡皮要付3元钱，如果身上有4个1元，就可

以直接付出3元，这就是够减直减；如果身上只有一个5
元，就要付出5元找回2元，也就是减5加2，是破五减；如

果只有一张10元，就要付出10元找回7元，也就是减十

加7。 这样，将三种方法加以比较，学生就能更加清楚地

知道什么情况是直减、什么情况是破五减、什么情况下

是退位减。

四、出错了———重视对差错的研究

学生珠算中出现的错误，我们要重视，更要正视。

要收集学生的错题，分析错误背后的原因。

比如，7+14、8+15这样加十几的练习， 学生往往会

得数少了10。 分析原因：加14要先加十位上的1再加个

位上的4，而7+4是进位加，方法是加十减6，学生误以为

第一步已经加了10，就不需要再加10了。 针对这样的错

误，我要求学生在珠算时边拨边说，先加十位上的1，再

加个位上的4，加4要加十减6。 另外，多设计一些这样的

加法题，让学生反复说反复拨，形成一定的技能。

还有，三位数乘一位数中，656×8和567×9错误特别

多，原因主要是这些算式在算的时候每一位都要进位，

属于连续进位，所以容易出错，要对这类连续进位的乘

法进行专项练习；而655×5和453×8这两道题也容易错，

原因是部分积中有整十数， 学生没把0的档位空出来；

601×2和170×4的错误原因则是在珠算时遇到乘0的情

况，学生没有退一档再拨。

所以珠心算教师要做有心人， 善于收集学生中的

错题，并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

五、关键点———重视心算能力形成的练习

珠 心 算 练 习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使 学 生 掌 握 心 算 的 技

能，所以珠心算练习的关键是心算能力养成的练习。

在认数阶段，除了单档练、双档练、全盘练拨珠外，

还可以让学生闭眼想数的珠像， 并用语言描述一个数

是由怎样的算珠组成的，还要让学生画算珠，把数字译

成珠像。 教师也可以把珠像印在卡纸上，1-100共一百

张，一面是数字一面是珠像，根据教学进度随机出示卡

片，既可以珠译数也可以数译珠，这样的练习有助于学

生在脑中形成直观形象的珠像图。 每节课都要进行一

些数珠互译的练习，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数字也随之

越来越大，直到三四位数。

在学习了珠算的方法之后，要设计空拨的练习。 在

初学空拨的时候， 老师要多用珠像图去校对学生脑中

的图像，检查学生算得对不对，同时对于空拨有困难的

学生，也是一种帮助。 特别注意不要让学生用口算来假

冒心算。 先要让学生在算盘上方或桌面上模拟拨珠，教

师通过观察学生空拨的动作是否正确来判断他是不是

真的 空 拨。 练 习 空 拨 的 时 候， 有 的 学 生 需 要 经 历 闭

眼———睁眼、出声———无声的过程，教师要允许学生先

闭眼空拨， 但是一段时间后要及时地引导他们睁眼空

拨，同样也要允许他们先轻声地说出来。

练习题可以设计成“珠+数=珠”的形式，比如在学

习了加9的进位加后，出示 +9= 这样的习题，如果

学生空拨有困难，可以利用题目的珠像，在珠像图上进

行空拨，能力稍强的可以直接在桌面上空拨。 有的老师

还训练学生在学习每一个新知识后都把计算的过程用

珠像图画出来， 用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检查学生有没

有掌握相应的拨法，还可以训练学生的想象能力，促进

脑中珠像的进一步形成。

总之， 珠心算练习的设计不仅要适合学生的学习

特点，更要契合珠心算的知识特点，教师精心设计，学

生方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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