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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式心算，是指以珠算为基础，通

过反复实践珠算的计算过程，在人脑中形

成珠像，进而通过脑中珠像的堆叠变换替

代实际拨珠的动作来执行计算的一种计

算方法。珠算式心算，一般简称珠心算。

学生学习珠心算，可为脑功能的开发

打下坚实的基础。珠心算在信息的存储、

传输方面有独特之处，能够使输入、输出

一体化。用珠心算进行计算时，在输入信

息的同时就进行计算，并显示出计算结

果，这就是珠心算“珠动数出”的特点。而

这一特点是计算器、电脑不具备的，也是

其他计算工具无法比拟的。

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要使学生

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

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珠心算教学

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在思

维能力方面，珠心算利用算盘这一直观教

具，通过双手拨珠、耳听、眼看、口读、脑想

等一系列的活动启迪智慧，使大脑左右两

半球同时运动，指挥双手的操作，开发学

生大脑的整体功能。在教学过程中把珠

心算的算理融入基础知识的教学中，有利

于学生把形象思维转化为抽象思维。其

次，珠心算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记

忆力，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珠心算实验是将珠心算融入小学数

学教学过程中，不再是以传统珠心算知

识、训练计算技能为目的，而是更加关注

在珠心算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经历知识的

形成过程和思维方式的多样化，让学生在

丰富多彩的珠心算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

的不同策略，形成良好的情感和态度，最

终达到促进数学学习、开发学习潜能的目

的。因此，珠心算教学实验要努力探索珠

心算与口算、笔算的联系，在知识体系、算

理算法、方法策略等方面进行融合。

一、珠心算与口算、笔算融合的必要性

珠心算、口算、笔算虽属于不同形式

的运算，但它们是有联系的，通过一定的

策略将它们融为一体，既可以促进珠心算

的学习，更能促进学生数学素养的全面发

展。珠心算是以数学原理为基础，以算盘

为工具，用算珠示数计算的独特运算体

系。珠心算与数学都是采用十进制计数

法，珠心算只是增加了一个起调整作用的

“五升制”。运算的基础都是以20以内的

加减法、乘法口诀和表内除法为基础，四

则运算中的一些定律和性质都适用。所

以，将珠心算与口算、笔算相融合，是完全

可能的。把珠心算融入数学课堂，既能吸

取数学课程改革的新理念，又能使珠心算

向前发展；既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又能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1.从时间维度考量。

由于学生的在校时间和数学课时数

是一定的，不可能因为增加了珠心算的教

学内容就多占用教学时间，所以只能将珠

心算和数学这两块内容在规定的教学时

间里进行整合教学。我们要利用“5+1”（1

节珠心算校本课加5节数学课）的模式，将

珠心算的内容融合到数学课堂教学之中，

这样能够既完成正常的数学教学内容，也

能进行珠心算的实验教学。

2.从效益维度考量。

从高效课堂的角度来看，努力提高课

堂教学的效益是教师一贯的追求。将珠

心算的内容融合到数学教学中，使得二者

的相关内容高度整合，甚至“合二为一”，

从而实现珠心算和数学教学的双赢。

3.从减负维度考量。

减轻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尤其是

低年级学生的课业负担，是当前教育工作

的一个重点。在减负的前提下，却要增加

珠心算学习的内容，如果不使珠心算的内

容无痕地融合到数学中去，势必达不到教

育部门的减负要求。有效地整合教学内

容，能够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学生

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二、珠心算与口算、笔算融合的内容

1.10以内数的加、减法。

在教学10以内数的加、减法时，数学

教材主要是利用数的分与合进行教学的，

而珠心算的直加、直减也可看作是数的分

与合，这在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至于

“满五加”和“破五减”，则可作为另一种方

法进行教学。

2.20以内数的进位加和退位减。

20以内数的进位加，数学教材主要采

用“凑十法”，如9+7，先算9+1，再算10+

6。珠心算的方法也可以看成“凑十法”，

想：7和10相差几？把7凑成10，先算9+

10=19，再算19-3=16。同样，20以内的退

位减，也可以把珠心算的方法融合在基本

口算方法之中。

3.表内乘、除法。

表内乘法是同数连加的结果，而同数

连加正是珠心算的训练基本功之一，所以

珠心算可为表内乘法提供良好的基础。

而表内除法则可与同数连减建立联系，从

而使珠心算与口算的方法有机融为一体。

4.乘、除法竖式。

乘法口算和珠心算的运算顺序是一

致的，乘法笔算虽然是从低位算起，但部

分积相加的原理相同。另外，口算、珠心

算和笔算都要做到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

相加，这两条规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

教学乘法时，口算、珠心算、笔算三者可谓

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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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计算除法时，口算、珠心算、笔算

这三种方法更是高度一致，都是采用“商

除法”，从高位向低位运算，除到哪一位，

商就写到那一位的上面，减积后再除。由

于口算、珠心算和笔算的运算顺序和运算

法则一致，教学时可将其融为一体，相互

促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珠心算与口算、笔算融合的教学

策略

1.互补型策略：珠心算方法融入口算

方法，使方法互相补充。

以加、减法为例，珠心算方法可作为

多样化计算方法中的一种补充到数学课

堂教学中，同时加强方法间的沟通，促进学

生理解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互相补充。

例如，教学“十几减9”，在根据问题情

境列出13-9的算式后，教师提问：13-9你

会算吗？你是怎样想到这个得数的？

学生看图思考后交流自己的算法。

方法1：13先减去3，再减去6。演示：

先拿走盒子外面的3个，再从盒子里拿走

6个。

方法2：先算10-9=1，再算1+3=4。演

示：从盒子里拿走9个，再把盒子里剩下的

1个和盒子外面的3个合起来。

方法3：因为9+4=13，所以13-9=4。

提问：如果用珠心算，怎样算怎样想

呢？先试着拨一拨。

学生尝试珠心算后交流：先把整盒的

10全部拿走，多拿了1，再还1给3，所以等

于4，珠心算方法就是：“减10加1”。

再结合珠像图的演示进一步明确拨

珠的方法：拨入13，减10加1等于4。

用小棒巩固算法：用小棒摆一摆，表

示12-9、16-9的算法。

学生交流上述四种方法，并强化对

“减10加1”的方法的理解。

这样的教学将珠心算方法融入口算

教学之中，使珠心算方法成为计算多样方

法中的一种，可以促进对不同方法的沟通

和理解，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2.交叉型策略：珠心算方法融入口算

方法，使二者无痕对接。

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口算，其中先

加（减）几十再加（减）几的方法，与珠心算

先加十位再加个位的算理是相同的。教

学中要加强算理和算法的沟通，做到珠心

算与口算的无痕对接。

例如，教学45+23，教师提问：你能口

算出得数吗？

学生独立思考后，与同桌交流自己是

怎样算的。

全班交流，展示多种方法。

方法1：先算十位上4加2等于6，再看

个位上5加3等于8，结果是68。

方法2：先算40加 20等于60，再算5

加3等于8。

方法3：先算45加20等于65，再算65

加3等于68。

提问：你喜欢哪一种方法？为什么？

当学生说到第三种方法时，教师因势

利导：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口算，

还可以帮助我们珠心算呢！先算 45 加

20，在算盘上先拨上45，加20就在十位上

加2，再在个位上拨上3。同时教师结合珠

像图演示拨珠的方法和过程。

小结：在口算45加23时，珠心算方法

与口算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要用

口算的方法来珠心算就行了。你能自己

试着珠心算45+28吗？

这样的教学将珠心算的方法嫁接到

口算方法之中，学生在掌握口算方法的同

时也轻松学会了珠心算的方法。

3.和谐型策略：珠心算方法与笔算方

法一致，使二者水乳交融。

除法的珠心算方法与笔算方法是一

致的，都是用“商除法”，从高位起逐位减

积。所以在教学笔算方法的同时，就可以

引入珠心算，并将二者融为一体，不需要

另外安排时间教学除法珠心算。

例如，在学生根据问题情境列出算

式 46÷2 后，先引导学生掌握竖式的算

法：第一步先用十位上的4除以2得2个

十，商 2；第二步用原来的 46 减乘得的

40；第三步再用个位上的6除以2得3；第

四步用原来的6减乘得的6，余数是0，结

果是23。此时，教师适时引入珠心算的

方法，边讲解边拨珠演示：珠心算的计算

过程与笔算一样，在左起第三档拨入被

除数46，第一步先用十位上的4除以2，

够除隔档商2；第二步用原来的40减乘得

的40；第三步再用个位上的6除以2得3，

够除隔档商3；第四步再用原来的6减乘

得的6，结果是23。

在随后的练习中，教师可以请两个学

生一人笔算，另一人珠心算，同步计算

246÷2，学生观察他们计算的每一步是否

一致。同桌再重复刚才的同步练习，再次

感受笔算与珠心算方法的一致性。

对于像除法这样笔算和珠心算方法

高度一致的内容，教学时要将它们合二

为一。

4.比较型策略：珠心算方法与笔算方

法不一致，异中求同。

乘法的珠心算与口算方法相同，但是

与笔算方法就不同了，主要差异是珠心算

从高位算起，而笔算却从低位算起。在处

理这部分内容时，我们以笔算方法为先，

待学生形成一定的笔算技能后再引出珠

心算，同时沟通两者的联系，达到异中求

同的目的。在教学不进位和不连续进位

乘法时，只注重笔算方法的探究和练习，

以便学生掌握笔算的方法和步骤，接下来

在练习课时再引入珠心算。

例如，教学“两、三位数乘一位数”，在

学生练习37×2和73×2时，指定三个学

生板演竖式，分别说说三道题的笔算步

骤，小结笔算方法：先用一位数乘两位数

个位上的数，再用一位数乘两位数十位上

的数；哪一位上乘得的数满几十，就向前

一位进几。

如果这样的两位数乘一位数用珠心

算，怎样算呢？学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

法：先乘十位，再乘个位；先乘个位，再乘

十位。教师先不评价，而是让学生用两种

顺序分别珠心算37×2和73×2，算完后

交流觉得从高位算起方便还是从低位算

起方便，为什么？引导学生体会到：其实

珠心算无论从高位算起还是从个位算起，

都可以计算出结果。但是乘法是多个积

错位相加的过程，在算乘法的时候需要用

到加法，在算加法时我们是从高位算起

的，所以习惯上乘法也是从高位算起。

在此基础上，教师出示儿歌，帮助学

生记忆：笔算乘法个位起，珠算口算高位

起；方法道理无差别，顺序不同牢牢记。

实践证明：将珠心算的内容融合到数

学课堂教学之中，既能节约教学时间，减

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又能更好地实现数学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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