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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情把脈計算

——“小數乘分數”教學實踐與思考
文│曾世勇

在學生數學認知形成過程中，數學概念的形成、數學結論的得出、數學問

題的解決等都依賴於計算活動的參與。可見，對於計算能力的培養在計算教學

中顯得尤其重要。基於“常態化”下的小學數學計算教學，又是如何實現計算

能力的培養，促進數學思維的發展，奠定好數學學習的基礎呢？

基於對問題的深入思考，最近，筆者對人教版《數學》六年級上冊“小數

乘分數”的教學進行了研究。透過教材內容的研究，學情的關注，以及課堂教

學實踐，帶給了我對計算教學諸多的思考與感悟……

《小數乘分數》是人教版《數學》六年級上冊第一單元──“分數乘法”中新增

內容。在本單元的教學安排裡，學生完成分數乘整數、分數乘分數的內容學習後，新

增學習《小數乘分數》，其目的是加強小數與分數相乘的內容，倡導算法多樣化，根

據分數和小數的特點，靈活選擇合適的算法，通過比較，感悟簡便算法，提高運算能

力。同時，透過本小節內容的學習，更有助於學生深入理解分數乘法的意義，為後面

解決稍為複雜的分數乘法實際問題打下堅實的基礎。

從計算的角度來看，小數和分數相乘，既可以把小數改寫成分數後進行相乘，也

可以分數化成小數再相乘。但對於一些特殊的小數，如果小數和分數的分母可以直接

約分，可以採用更為簡便的計算方法，這對於培養學生的計算技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教材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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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設情境，引發探究

（圖片文字情境）

松鼠的尾巴長度約佔身體長度的 4
3

。松鼠樂樂的身體長2.4dm。松鼠樂樂的尾巴有多長？

2、獨立嘗試，演算法探究

學生獨立完成，匯報算法。

教學實踐

師：同學們不但寫出了乘法算式，而且知道了為甚麼用乘法計

算的道理，非常了不起！那麼，對於小數乘分數的乘法，能計

算出它的結果嗎？試試看！

引導學生在理解分數意義基礎上，列出算式：2.4×
4
3  

師：剛才同學們都想到了把小數化成分數來計算，非常好！想

一想，除了這樣算，還可以怎樣算？ 

生：把2.4化成分數，再用分數乘分數來計算。

生：還可以把分數
4
3

化成小數0.75來計算，也就是算2.4×0.75。

師：同學們，對於這樣的算法，你的看法呢？

生：把分數化成小數，用小數乘小數的方法來算是可以的。

生：我也想過這種算法，可是我總覺得把分數化成小數，再用

小數乘小數的方法來計算比較麻煩！

接下來，好幾名學生也都紛紛舉手認同把分數化成小數來算，都認為計算麻煩。

於是，我因勢利導，引導學生順勢而學。

（學生反饋的都是這樣算，沒有別的算法，於是啟發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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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剛才同學們提出的想法，值得我們借鑒和思考。看來，在小

數乘分數的時候，如果把分數化成小數來計算，大家都不太喜歡

這樣算，除了計算相對麻煩一點外，還有沒有其它原因呢？

生：在小數乘分數時，如果遇到了分數不能化成有限小數的時

候，怎麼辦呢？比如，2.4×
4
3

 中，把
4
3

 換成   ，變成計算2.4×   

   

3
73

7

師：這位同學的想法真了不起！通過舉例子的方法，找到了原

因。這也是為甚麼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一般會把小數化成分數

來計算的道理。

3、小組討論，方法拓展

師：對於不同的題目，如果我們養成了在計算之前先觀察數據特

點的好習慣，有時還能找到更為簡便的算法。比如，剛才大家計

算的2.4×
4
3

，除了同學們提到的兩種方法，還有簡便的算法嗎？

請同學們小組討論。

師：同學們找到簡便算法了嗎？誰來代表小組分享你們的想法。

生：2.4× 4
3

時，用2.4和分母4直接約分，分母4變成了1，2.4變

成了0.6，再用0.6乘3，得1.8。

師：為甚麼可以這樣約分？能說說你們是怎樣想的嗎？

生：我們前面學過分數乘整數，整數可以和分母約分。現在整數

變成了小數，我們可以先把小數2.4看成整數24，24和分母4有倍

數關係，它和分母4約分就變成了6，因此，2.4和分母4約分就自

然變成了0.6。所以，再用0.6乘3，得1.8。

……

    ，如果把分數化成小數來計算，不但計算十分繁瑣，而且我

們沒辦法算出它的準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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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得真好！聽了他的發言，你們還有甚麼想法嗎？

生：我們小組也是這樣做的，可是我們有一個問題：如果小數和分

數相乘，小數和分母沒有倍數關係，但是可以部分約分時，是部分

約分後計算簡便呢，還是開始就直接將小數化成分數來計算簡便？

生：我們也有類似的想法，比如，2.4× 4
3

 變成了2.6× ，如果是部

分約分，我們小組認為，不如直接將小數化成分數來算。否則，部

分約分後，還得化成分數再來計算，有時還顯得很麻煩。

4
3

師：同學們的想法都特別好！在學習的過程中，你們善於思考，

還能提出問題來，老師特別欣賞。剛才，大家提到的問題，還是

要看具體的題目而定，尤其是計算之前，一定要先觀察題目中數

據特點，才能靈活選擇合適的算法。

4、鞏固練習，活學活用

呈現鞏固練習題目：

      1.2×
5
3

          2.5×
5
3           1.4×

5
6

          2.4×
6
5

（說明：多數學生對於第（2）和第（4）小題沒有直接“約分”計算，仍然

把小數化成分數計算，讓我倍感意外，再次引起了我去思考。）

教學思考

自我感覺良好的教學預設，從教學設計到教學實踐效果之間的反差，促使我把思考

焦點聚集在學情的關注上：

問題一：為甚麼學生不喜歡轉化成小數乘小數來算？

在教學2.4×  時，放手讓學生獨立計算，學生借助已積累的學習經驗，很容易想到

把2.4化成分數 ，再用分數乘分數的方法計算出2.4×    結果，這在我的教學預設之中。
4
3

4
3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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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教學現狀回饋來看，學生幾乎一致傾向於將小數化成分數來計算，少有

學生把分數化成小數來計算，這讓我感到很意外！為甚麼不喜歡將分數化成小數來計

算？是學生不願意選擇其它算法還是另有其因？ 

我透過課後調查，研究與反思發現：一方面，學生受已有認知經驗的遷移影響，

由於分數乘分數的計算方法、技能技巧等已在學生頭腦中深深紮根、固化形成，而這

種正向計算思維模式影響着學生後續認知的形成；另一方面，在計算中涉及到學生

“數感”問題，計算中有關數字敏銳的獲取能力，影響着計算方法的傾向性選擇，

自然也影響計算能力水準的高低；其三，學生對於小數計算有故意“回避”現象。在

小學階段的整數、小數、分數計算中，相對容易出錯的是小數計算，如果學生有“回

避”性的選擇小數相乘的計算方法，那麼，在計算教學中應多加關注，引導學生在思

辨中選擇合適的算法。

問題二：為甚麼學生沒有想到小數直接“約分”計算？

在教學過程中，放手讓學生嘗試計算2.4× 後，概括出了分數化成小數和小數化

成分數來計算的兩種方法。原本以為，在層層設問下“優等生”能想到小數直接“約

分”的方法，誰知這種想法只是我的“一廂情願”而已。可見，僅靠“問答式”的互

動來推動計算教學，有時教學目標難以達成。

我調整了教學策略，採用小組合作、討論交流。於是，小數直接與分母“約分”

的計算方法最終得出。由於學習方式的改變，給了學生充分討論的時間和空間，使得

學生探究積極主動，計算方法在小組討論交流中自然生成。

我們在課前沒有精心預設，課堂很難有效生成。即便有了精心的教學預設，在教

學實踐中，面對複雜學情的變化時，是否考慮到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並為此及時調

整我們的課堂教學策略？在計算教學中，當聽到來自不同層次學生反饋的聲音時，又

是否大膽放慢我們的教學節奏，耐心回應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呢？……或許，這才是

為甚麼學生沒有想到用小數直接“約分”計算的緣由。

問題三：為甚麼學生沒能在練習中靈活選擇計算方法？

在例題研究學習階段，學生學習參與度還不錯，可是在鞏固練習環節，卻讓我頗

感意外。鞏固練習環節的4道計算練習題目，其中第（2）和第（4）小題，除少數學生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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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選用了小數和分母直接“約分”的方法外，大部分學生仍然採用把小數改寫成分

數後，再相乘的方法來計算。在我看來，學生三種計算方法均會呈現，更多的是選擇

小數和分母直接“約分”的簡便算法，可是情況相反，僅有少數學生選擇這樣計算。

為何學生不喜歡這樣算？透過調研與分析，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其一，部分計

算基礎薄弱的學生，根本就沒有想到要用簡便算法；其二，有部分學生不習慣這種算

法，總覺得小數和分數“約分”時，倍數關係不如整數那麼明顯，“約分”顯得很

“別扭”不喜歡這樣的算法；其三，還有部分學生認為，在計算中有時“約分”後，

在分母不能變成1的情況，最終還得將小數再次化成分數相乘，顯得更麻煩，還不如統

統都將小數化成分數後，再約分。

其實，每當我們談到計算方法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的想到計算方法多樣化、計算

方法的優化……而在我們老師眼中認為的簡便、優化的算法，或許在孩子心中並不成

立。我們不得不反思，在學生計算方法自主選擇的背後，我們是否全面關注了學生，

並且關注到每一位學生的思考了嗎？我們真正讀懂兒童的計算思維了嗎？

由此可見，在數學教學實踐中，計算也好，解決問題也罷，我們的教學都應以學

生的認知發展水準和已有經驗為基礎。在注重學生學習過程生成的同時，還要注重學

生生成的資源應用，充分關注學情、尊重學生、因材施教，這才是教學回歸學生的本

真。唯有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暴露出“問題”，給予時間，提供空間，學生的認知形成

過程才能成其為有效的探究、經歷的過程，學生的數學能力才能提高，數學思維才能

發展。

在數學教育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讓學生獲得必要的數學知識、技能、方法，發展

數學思維，形成能力與素養，還要關注數學學習情感過程，讓學生的認知形成過程與

數學情感過程相融合，數學教學才變得有深度、有厚度、有溫度……

教學感悟

曾世勇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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