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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年级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 
◆何文丽 

（双福镇小学校  四川峨眉山  614213） 

 
所谓估算，是指在计算、测量数（量）时无法也没有必要进

行精确计算或测量，或为了先大概地判断之后检验计算或测量结
果的正确性，在精确计算或测量的前后所采取的计算方法，是对
数量关系做合理的大概推断。《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
指出：“估算是运算能力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结合具体情境，
选择适当的单位是第一学段估算的核心。”从现状看,教师对估算
不够重视，所教的估算方法单一；学生对估算的理解比较肤浅，
有的还还比较幼稚，他们认为估算就是“猜测”，所掌握的估算
的方法主要是课堂上教的四舍五入法，平时几乎不会用估算的方
法检验他们的运算结果。针对小学数学估算教学的这些现状，在
教学中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和初步的估算技
能。那么如何在小学数学中进行估算教学，以提高学生的估算能
力呢？ 

一、结合学生熟悉的情境,培养学生的估算兴趣和意识 
要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首先要让学生明确估算意义，提高

他们学习估算的兴趣，创设更多的机会接触现实生活和生产实践
中的数学问题，使学生意识到在他们周围身为某些事物中存在着
数学问题，体会到估算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且要以学生熟悉的、
感兴趣的生活内容为题材，让学生感受到估算是解决实际生活问
题的需要，从而感受估算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发现估算的重要性。
例如，学生学习了长度单位后，帮助学生利用身体的一部分“食
指指甲的宽度”、“一小拃的长度”、“双手臂展两手掌间的长度”
建立长度单位表象。再据此对橡皮的长度、课桌的宽度、门的高
度、教室的长度等进行估测，让学生选择合适的单位估长度。又
如，学生学习了乘法估算后，我设置了一道帮学校解决问题：“我
们学校平均每天要用电 26 度，今年 5 月份大约要用电多少度？”
学生听说帮学校解决问题，个个兴趣高涨，积极参与，有的学生
根据现在的电费单价估出学校 5 月电费开支，还有些学生出主意
帮学校节约用电。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估算意识和运用估算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结合具体情境，学生在交流中掌握估算方法 
估算既然是一种计算，必有相应的方法，所以要搞好估算教

学，我们每位老师首先自己必须学习和掌握估算的一些基本原理
和方法(阅读有关估算、近似计算的内容)，并以这些原理和作法
对教学中所涉及的估算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类，以便在具体教学过
程中讲授并整理出相应的估算常用方法(如凑整法、去尾法、进
一法、四舍五入法、口诀估算法、平均值法…等)，并结合具体
问题或实际需要说明如何灵活选用这些方法，从而达到使每个学
生掌握一定的估算方法和技巧，以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将自己
的估算方法讲给大家听，在广泛交流中开阔学生的思路，在师生
共同探究中，将不同的方法进行归纳整理、比较择优，帮助学生
逐步掌握估算的技巧。例如，三年级下册教材第 59 页内容，估
“有 350 名同学来听课，能坐下吗？”学生采取了 3 种不同的策
略： 

 
 
 
 
 
 
 
大部分学生认为从第一种或第二种方法就能判断出 350 名

学生能坐下。班上有学生质疑道：这两种方法都把 18 估大了，
估算的结果比实际结果大，不应该作为比较的标准，应该选取第
三种进行比较。我对这个学生的回答给予了肯定与表扬，并因势
利导得渗透估算的策略因根据不同的情境会选择不同的估算方
法，有时把两个或几个数同时估大比较合理，如估计到饭店吃饭
或购物需要多少钱。有时把两个数同时估小才能解决问题。 

三、练习中优化估算方法，提升估算能力 
估算方法的掌握与估算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大量的练习，练习

设计要符合学生实际，生动有趣，为学生提供机会引发学生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在趣味中使他们的估算能力得到提升。 

例如，在教学三年级下册除法的估算时，发现中差生运用书
上的两种方法来估算时存在较大的困难时，我结合书上做一做对
估算的方法进行了优化，交给了学生“口诀估算法”；先判断商
的位数，再想一位数乘几 接近或等于被除数的 高位或前两
位，那么几百或几十就是所要估算的商。在大部分学生掌握了基
本的除法估算方法后，我随即出示了另外两道题目：“①每听饮
料 3 元，200 元大约能买多少听饮料？”“②在一次地震中，有
灾民 162 人，如果按每 4 人发一顶帐篷，大约要准备多少顶帐
篷？”学生完成后，交流汇报出现了“200÷3≈70（听）”“162
÷4≈40（顶）”这两种情况，我让学生展开谈论：这两种估算策
略，符合我们的实际要求吗？学生通过讨论交流得出：饮料 多
买 66 听，不然钱不够；帐篷至少需要 41 顶，因为剩下的 2 人也
要 1 顶帐篷。水到渠成得出：在实际估算中，要根据生活实际合
理估算（估大或估小）。学生的估算变“为估而估”为“根据实
际合理估算”，估算能力自然而然得到提升。 

四、挖掘教材资源，促进估算能力的提高 
只利用教材中几课时估算教学，是远远不能达到培养学生估

算能力的，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中一切估算的资源，紧
密联系学生的生活经历，创设现实的生活情境，开展富有生活气
息的实践活动，变估算从“可有可无”到“无处不在”，增强学
生自觉运用估算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意识。 

笔算、估算都是计算方法，在计算中也可以把估算和精算有
机结合，提高精算的正确率。这其中学生要经历被动估算到自主
估算的过程，教师在设计计算练习时，就要考虑让学生在精算前
运用估算对结果进行预测，计算后要求学生运用估算对结果进行
验证。在解决问题时，可以明确地把估算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步
骤，先估算结果再解题，突出估算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教师在
平时的作业中经常性地设计这样的估算练习，并引导学生总结估
算的一般策略，使学生对估算形成一定的技能，从而精于估算。 

总之，要重视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将有关估算的内容，适
时、适量地穿插在各类教学中，并与口算和简便算法有机地结合，
学生估算意识和能力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地渗透，需要教
师每堂课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努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尝到估
算的甜头，从而将估算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才会迸发出许多有
价值的、创造性的估算方法。学生的估算能力也才能真正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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