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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未经作者同意

不得公开报道、引用和转载

珠 算 与 珠 心 算

研究参考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第 7 期（总第 15 期） 2021 年 9 月 28 日

珠心算教学有效促进农村学校整体
办学水平的提升

浙江省慈溪市是我国珠心算教学发祥地之一，1980 年 9 月

27 日成立我国最早的县级珠协组织--慈溪县珠算协会。从那时

候开始，珠算协会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教研室紧密配合，科学有

序推广珠心算教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使珠心算教学成为当地一张靓丽的文化教育名片。通过珠

心算特色教学，有效提升了农村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缩小了城乡

教育差距，实现了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一、背景介绍

上世纪 70 年代，三算结合教学实验在全国逐步推开，浙江

省成为我国三算教学实验主要发源地和实验区，慈溪县（后撤县

改市）很多学校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三算教学。到 80 年代初，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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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潭南乡省塘头小学（教练徐思众）和慈溪县鸣鹤小学（教练

王卫达）率先在当地自发开展珠心算教学尝试，他们的教学方法

引起珠协和教研室的重视。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由县教研室牵

头进行了比较正规的教学实验，再增加高王小学（教练周利民）

和掌起小学（教练陈兴国）两所学校共同开展珠心算教学实验。

此后，实验范围又逐步覆盖胜山小学、义四小学、潮塘小学等，

短短几年时间实验校达到近 20 所。这些学校中没有一所城镇学

校，全部是当地教学条件、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学校，珠心

算教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农村地区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喜欢。正是

借助“珠心算”这一特色教学，这些学校逐渐提升自身办学水平，

在当地出了成果，在全国也出了名，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后来慈

溪把珠心算实验基地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地区，其中坚持时间最

长，取得实验效果最显著的当属鸣鹤小学。

二、探寻和坚守中砥砺前行的鸣鹤小学

鸣鹤小学位于浙江省慈溪市中南部山区，学生一部分来自本

地，还有一部分是外来民工子女，师资水平也并没有特别优异之

处。但就是这样一所平平凡凡的农村小学，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村

教师，和一批平平常常的农村学生，却一举成为培养珠心算冠军

的摇篮，成为扬名四海的“珠心算特色学校”。

学校从 1983 年开始进行“珠心算”实验，培养了多名神算

子，他们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创造了从 1989 年到 1993

年全国珠算比赛“五连冠”，共获金牌 37 枚,刷新多项全国记录，

跻身世界强手行列。1990 年 7 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国家珠算集

训队选拔赛中，有 8 省 47 名选手参赛，共 15 名高手进入国家队，

其中鸣鹤小学就占据了 8席。1993 年 10 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

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脑力竞赛”中，该校学生王青勇夺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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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随着计算机迅猛发展，以及新课标把珠算教

学从小学数学课程中删除，珠心算发展形势也急转直下，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寒流。人们开始质疑，在信息时代，是否有学珠算的

必要？学习珠心算到底有什么用？带着这些质疑，学校不断地反

思：如何发挥珠心算的功能，让我们的孩子更聪明，让更多的孩

子从珠心算学习中受益，让珠算文化得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经

过一番调查和研究，学校认为珠心算教学的功能，应该从原来只

注重学生的快速计算能力，转变到注重学生珠心算学习兴趣爱好

的培养、注重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的养成。而教学目标也逐

步过渡到培养尖子生与面向全体学生相结合，让鸣鹤小学每一位

学生都能学习珠心算，让不同的学生在珠心算学习中得到不同的

发展。于是，学校开始对珠心算进行新的探索和追寻。

（一）探索和追寻

1.建好一支人人能教珠心算的教师队伍。

要全校学生人人能学珠心算，就需要全校教师人人能教珠心

算。要让每一位教师明白：珠心算教学不能搞题海战，要使珠心

算教学有生命力，一定要注重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一定

要依靠教育科研。因此，学校要求担任珠心算教学的老师，每月

开展一次教学反思，每年完成一篇教学论文。几年来，学校有多

篇珠心算论文被编入市优秀论文集，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

2.将珠心算融合在数学课堂教学之中。把珠心算纳入学生的

口算、笔算和估算的计算教学体系中，从提高学生计算能力、发

展学生智能等角度整体考虑，做到有取有舍。适当放低珠心算的

难度与速度，增加珠心算教学中的算理教学以及珠心算与口算、

笔算、估算之间联系和区别的比较；缩并低年级计算课时，增加

珠心算教学时间；引导学生掌握笔算与估算方法，允许学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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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心算来解决一些简单的口算、笔算、估算问题等。在开展珠心

算教学的同时，对现行数学教材进行合理使用、处理和剪辑。如

在教学 1-10 的认识时，自觉利用算盘，直观展示数、表示数，

让学生体会数的组成；教学 10 以内加减法时，可以适时开展珠

算的直加直减和破五加减；在教学 20 以内加减法时，进行满十

的珠算加减；在教学加法算理时，结合珠算加法的算理教学，让

学生体会东西方两种数学文化的交融。

3.开设珠心算教学技能短课。作为学校开展珠心算普及教学

的主渠道，学校专门开设了每天 20 分钟的珠算操练课，坚持人

人都学珠心算。每学期对学生进行珠算和珠心算的等级鉴定，并

纳入星级班级和星级学生的考核，使每一个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

都能掌握基础的珠心算技能。

4.成立珠心算兴趣小组。学校成立的年级珠心算兴趣小组，

是珠心算选手培养的摇篮。为了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在珠心算方面

有更大的发展，每天放学后把兴趣小组的学生集中起来，由 3 位

珠心算老师指导，形成珠心算兴趣小组梯队，组团参加每年的各

级各类比赛，承担学校珠心算的对外交流、表演等任务。

“砥砺前行，春华秋实”。鸣鹤小学历经三十余年的珠心算

教学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以特色促发展，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小神算子，成就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也树立了学

校的品牌。

（二）成绩和收获

1.孩子们茁壮成长。

历经三十年的珠心算教学，学校已累计为社会培养珠算能手

一级选手（即通过全国珠算最高等级考试）130 多人，在慈溪市

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财政系统中都能找到我校培养的神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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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学校珠心算选手继续保持在全省、全市的领先优势。从

2005 年起，年年参加“状元杯”海峡两岸珠心算邀请赛，一直

蝉联各年级组特等奖及团体冠军。从 2010 年起，组织参加由优

仕国际教育集团主办的国际珠心算比赛，余雯颖、董展宇、宓昊、

王艺颖、宓洲锐等多次获各组别冠军。从 2012 年起，组织参加

“响亮杯”全国少儿珠心算大赛，每年包揽各组别个人冠军。2014

年 7 月，参加第四届全国珠心算比赛，获学生 A 组、B 组团体第

8 名，综合成绩比第三届大赛有了显著进步。2016 年 7 月，参加

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世珠联珠心算比赛，王艺颖获学生组一等

奖，方嘉俊获二等奖。小神算子们还应邀到美国、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现场表演，所到之处

无不刮起一股清新的珠心算旋风，为祖国、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神算子，不但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而

且在其他文化课学习上，也显示出超常的潜能。学语文，他们会

把记叙文中的情节、人物像电视剧一样有声有色地反映出来，许

多学生的作文写得特别好；记英语单词，不用多花时间，就能把

单词记得既快又准确。同时，珠心算具有计算的快速性、观察的

瞬时性、记忆的牢固性和想象的丰富性等特点，使得神算子们每

天都在超越自己：5 分钟一次的模拟比赛，10 分钟一次的耐力训

练，1 分钟 1 次的速度训练，所计算的题次有否增加？每次计算

出错的原因是什么？每个“神算子”都会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

“内省”过程向老师和同学汇报。在此过程中，选手们逐渐养成

了做事高效、吃苦耐劳、互相协作、遵守纪律，以及具有高度责

任感、自信心和竞争意识等好品质、好习惯。因此，这些神算子

往往也是学业上的佼佼者，他们升入初中后很大一部分能考入重

点高中。下表是我校珠算组学生近年来考入慈溪中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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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冯蓓蕾 2008 年 叶佳威

2009 年 李登辉、翁丹玮 2010 年 邵思佳

2011 年 叶开颜 2015 年 孙泽元、叶凯鑫

2016 年 董姗姗 2017 年 严如悦

2018 年 董展宇

与此同时，珠心算普及教学促进了全体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在近年的毕业考试或其他年级的学科质

量调研中均能保持全市、全镇的领先水平。下表是鸣鹤小学最近

两年毕业考的情况。

2018年慈溪市小学六年级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学校分类成绩统计

类别

语文 数学 英语

平 均

分

优 秀

率

合 格

率

平 均

分

优 秀

率

合 格

率

平 均

分

优 秀

率

合 格

率

全市(73 所，除外来学

校)
79.76

48.38

%
94.03% 85.78

62.76

%

94.76

%
83.70 55.53%

93.89

%

城区小学(10 所，含民

办)
83.79

65.15

%
97.62% 92.12

82.29

%

97.91

%
89.19 71.18%

97.50

%

中心小学（16 所）
79.74

49.37

%
94.06% 86.13

63.04

%

95.59

%
83.93 55.83%

94.50

%

片完小（44 所）
77.47

38.01

%
91.88% 81.86

51.29

%

92.29

%
80.62 46.86%

91.47

%

观海卫镇（5所，公办）
80.93

56.07

%
95.50% 87.57

67.53

%

96.04

%
85.05 60.57%

94.00

%

鸣鹤小学（片完小）
82.50

59.81

%
95.53% 92.17

81.31

%

98.13

%
87.86 61.68%

99.07

%

2019 年慈溪市小学六年级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学校分类成绩统计

类别
计算

人数

语文 数学 英语

平均

分

优秀

率

合格

率

平均

分

优秀

率

合 格

率

平均

分

优秀

率

合 格

率

全市（98 所） 12851 80.06
49.00

%

94.66

%
82.39

54.15

%

92.75

%
82.12

52.74

%
91.88%

全市(75 所，除外来学

校)
10472 81.13

53.55

%

95.37

%
84.26

58.47

%

94.42

%
84.40

58.36

%
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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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小学(11 所，含民

办)
2457 84.43

67.16

%

97.96

%
89.25

73.71

%

97.44

%
88.94

71.88

%
96.66%

中心小学（16 所） 3437 81.44
55.66

%

95.14

%
84.25

57.81

%

94.62

%
84.09

57.64

%
94.24%

片完小（45 所） 4229 78.88
43.49

%

94.09

%
81.00

48.95

%

92.31

%
81.80

50.08

%
92.43%

外来子弟学校（23 所) 2379 75.39
28.96

%

91.55

%
74.18

35.14

%

85.37

%
72.08

28.04

%
80.96%

鸣鹤小学（片完小） 103 81.72
56.28

%

96.12

%
89.25

68.93

%

96.12

%
83.06

60.19

%
93.20%

鸣鹤小学的成功经验表明：珠心算教学有效地促进了学校的

高质量发展，初步达到了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的目的，显著提高

了相对薄弱的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

2.教师素质全面提升。

珠心算教学极大地发挥了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拓展了教

师的成长空间，提升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一所只有 30 名

教职工的普通农村小学里，共走出了省特级教师 1人，全国优秀

教师 2 人，省劳动模范、省春蚕奖、省优秀教师、省优秀校长、

省先进工作者等 8 人，宁波市教坛新秀 2 人，慈溪市教坛新秀、

骨干教师 12 人。岑立强、宓锋伦、张亦红、王艳丰等老师先后

被评为浙江省珠心算教学先进个人和金牌教练。尤其是原珠心算

教师王卫达，他摸索出的四步式训练方法和独特的 “王氏技巧”

名扬海内外，后特招到部队率解放军珠心算队成绩卓著，2010

年 12 月受到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表彰，并荣立一等功。

3.学校品牌做大做强。

珠心算教学实践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强的辐射示范作用，其成

果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的热情肯定。1990 年 5 月，浙江省教育

委员会组织 20 位神算子赴杭州，时任省长沈祖伦挤出时间亲切

接见。当月下旬，鸣鹤“神算子”被请进省人民大会堂，为省委

省政府领导作汇报表演，《浙江教育报》《浙江日报》等报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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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篇幅的版面作了充分的宣传。1992 年 1 月，时任中国珠算协

会副秘书长王忠伟亲临该校检查指导，并题词：珠算全国冠军的

摇篮，培养优秀选手的基地。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邵宗杰也特别

关心鸣鹤小学的珠心算教学，多次莅临该校，鼓励该校要把珠心

算教学事业发扬光大，并为全校师生题词：弘扬民族文化，培养

科学精神，建设大众数学。

鸣鹤小学珠心算教学的神奇效果，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浙江

电视台、宁波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追踪报道。2004 年 4 月，中

央电视台委托宁波电视台《校园风云榜》摄制组来校拍摄的《神

算子》专辑，多次在宁波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播放，在中央电视

台少儿频道《东方儿童》播出后，创造了该栏目的收视新高，收

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联合国国际测量协会、台北市儿童教育学

会、日本静岗电视台及美国客人等，多次慕名专程前来学校参观

交流。鸣鹤“神算子”先后应邀赴香港、美国、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等地作珠心算表演和参赛赢得赞誉，《人民日报》《中国

教育报》《文汇报》等多次报道，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

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前来拍摄电影、电视片，并在日本、美国等地

电视台播出。鸣鹤“神算子”的事迹还被评为宁波市“尊师重教

十件大事”、宁波市精神文明十件新事及改革开放 30 年宁波教

育三十件大事之一。

三、思考与展望

鸣鹤小学是慈溪众多农村实验校的典型。从它们的发展过程

中，我们发现珠心算教学在广大农村地区更有发展价值，但也有

一定的困难。

（一）农村地区开展珠心算教学的优势

1.学校整体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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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校由于基础条件差，在办学过程中大多数项目很难与

乡镇中心及城区学校竞争，因此必须寻找一条特色教学途径来弥

补自身条件的不足，并通过发展特色教学来促进和提高整体办学

水平，进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珠心算教学由于教学成本低，见

效时间短，只要方法科学，一般三年时间就能展现初步成果，因

此可以成为许多农村薄弱学校的突破口。一旦珠心算教学在市内

甚至省内有些小名气，就能提振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学

校各方面的发展和提高。

2.教师专业提升的需要

农村学校的老师，其整体素质与城区学校有一定差异，他们

在语、数、英、科、音、体、美等学科的教学中很难与城区学校

老师竞争。因此他们需从另外的途径来突破自己。珠心算教学需

要的是教师的坚持和吃苦精神，只要老师肯花时间，能持之以恒，

就一定会有收获。农村老师在这点上有着独特优势，他们以珠心

算教学为乐，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一般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从而增强自信心，带动自身各方面素质的提高。慈溪有很多从农

村开始珠心算教学，后来成为教学骨干和知名教师的案例。

3.学生素质提高的需要

农村学校的孩子，不像城里孩子那样见多识广，也不像城里

孩子那样上各种文化课补习班、参加各种艺术特长的学习，因此

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城区孩子比有一定差距。但农村孩子并不比城

里孩子笨，他们需要从某一方面来突破自己，展现自身的能力。

珠心算学习由于周期较长，相对也比较枯燥，因此很多城里孩子

不能坚持下来。另外，由于要上各种补习班，他们也没有很多时

间去学珠心算。而农村孩子比较能吃苦，有较多时间用来学习珠

心算，他们在其他方面不能跟城里孩子比拼，但珠心算学习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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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快超越城区孩子。因此农村孩子学习珠心算的积极性高，他

们通过珠心算的学习，不断提升自信心，发展智能，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对自己的人生发展十分有帮助。

（二）农村地区开展珠心算教学的困难

1.师资紧缺，教师任务重

农村学校一般规模比较小，师资配备比乡镇中心和城区学校

要紧缺很多，而一所学校开展珠心算教学要保持梯队，通常要配

备 2～3 名老师。由于他们本身课务繁重，再额外增加珠心算教

学任务，压力比较大，需要老师更多的无私奉献。

2.硬件条件差，阻碍教学发展

农村学校硬件比较差，要配备现代化教学设备辅助珠心算教

学有一定困难。比如每人配一台电脑进行训练就达不到，这样很

难运用现代化的电化教学手段进行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训

练质量的提升。

3.幼小不能衔接，影响人才培养

很多农村幼儿园开展了珠心算教学，但孩子们的学习一般从

中班开始，只有两年时间。当幼儿毕业时，好多爱好珠心算学习，

有一定天赋的孩子由于对应的小学没有珠心算特色教学而被迫

放弃，非常可惜。因此如何做到幼儿园和小学珠心算教学的无缝

对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慈溪开展珠心算教学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在反复实践中我们

深深体会到，珠心算教学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种种好处，特别是对

农村相对薄弱学校而言，通过珠心算特色教学提高了整体办学质

量，缩小了城乡教育教学差距，实现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这是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面对未来，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总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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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与困难，加强科学研究，不断探索创

新，让珠心算教学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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