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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情境的小学数学估算教学实践研究
张　玉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江苏 南京 210019）

摘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估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学计算方法。在小学数学中开展“估算”教学，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辨

别哪些问题可以直接使用估算方法解决，并学会合理使用估算，以实现学生解题能力和解题效率的提升，对其数学素养的提升也有重要

帮助。在近些年情境教学的普及发展之下，小学数学教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生活情境的应用下，有效提升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并

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学知识，实现数学应用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基于这些优势，小学数学估算教学也有了新的发展。本文针对小

学数学估算教学以及生活情境应用的优势展开了阐释，并针对基于生活情境的小学数学估算教学实践提出了对应策略，希望可以提供一

些借鉴，为小学生的数学能力提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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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知识多是生活中的数学应用基础，可以说其与生活

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小学生来说，生活内容也是其学习新知识的

重要素材和载体，在小学数学中融入生活情境，可以帮助小学生

理解抽象、复杂的数学知识，梳理其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学生数

学能力的整体提升，使其可以在生活中熟练运用数学知识。估算

方法在小学生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应用，例如对某地到另一地点

的距离、看太阳估算时间、在人数较多时估算大概人数等，而如

何将这些生活情境更好地引入课堂，实现学生估算方法的掌握和

估算能力的提升，是当前小学数学教师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小学数学估算教学概述

所谓“估算”，就是指在不需要计算出精确结果的基础上，

对题目进行近似或是粗略的估计和大致的推算。当前，“估算”

在世界范围内的数学研究中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并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可以简化复杂的计算步骤，帮助人们推断自己计算答案

的准确性，并借此快速做出合理的决策，对人们生活问题的解决

具有重要意义。对小学生来说，其需要掌握的估算方法包括粗略

心算、截取法、取整法、小数调节法、抽样法、规律估算法、经

验估算法等。在四年级等中年级段的数学估算教学中，主要就是

对学生的整数估算和小数估算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将

估算教学和精算教学置于同等重要之位置，保证学生整体运算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实际上，小学生的估算能力和精算能力在内在本质上是具有

一定的一致性的，其一，在学生针对某一问题展开精算的过程中，

也离不开估算的应用，对于其精算过程和结果的检验具有积极作

用；其二，估算与精算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为估算能够快

速得到答案，但是结果的精确度较差，而精算能够得到精准的答案，

但是花费的时间较长，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就需要人们根据情境

需求选择合适的运算方式，进而实现高效率、高质量地解决问题。

就此而言，生活情境在数学估算教学中的应用就凸显了出来，借

助生活情境可以帮助学生准确分辨估算和精算在生活中的应用，

进而推进其数学思维和数学应用能力的提升。

二、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估算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一）构建师生融洽关系

在塑造生活情境的过程中，教师观念开始转变，其将以全新

的引导者角色出现课堂教学实践中。在自由、轻松的生活情境下，

学生更容易亲近教师，也就能够敞开心扉，主动将内心想法分享

给教师，教师成为协同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伙伴。整个教学过

程中，师生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容易养成

勤于思考和善于动手动脑的好习惯，这为小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升

奠定了基础，对小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简化复杂的数学知识

小学数学知识较为复杂，很多学生在进行估算学习时总是脱

离不开精算方法，也难以将思维转到生活应用之中去，导致其估

算能力难以得到切实提升。在生活情境的辅助下，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开发课堂情境，以视频播放的形式将课堂教学

与学生实际相结合，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展示数学估算相关知识，

能够避免学生出现难理解、听不懂的状况，使得重难点知识更易

于被学生接受，进而推进课堂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通过导

入生活情境，学生的学习热情可以得到有效激发，这大大提高了

教学效率，对估算教学的进一步落实大有帮助。

（三）促进数学综合素养提升

基于生活情境的创设和应用，小学生可以透过视频、图像等

生动的情境展示，对数学估算知识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理解，从中

体会到数学估算的乐趣所在，并能够从中得知，在何时何地的生

活情景中可以用到估算方法，使其深入感受数学估算在生活中的

应用，达到强化其数学应用意识的目的。在生活情境的创建中，

为了提高教学内容和学生思维的贴合度，教师会更加注重学生在

知识探索中的主导性，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趣味性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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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可以得到无限的增加，在引导学生交流和探究的过程中，其

估算能力、分析意识、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都能够得以发展，有

效促进了小学生数学综合素养的整体提升。

三、基于生活情境的小学数学估算教学策略

（一）深挖教材估算内容，开展生活情境联系

教材作为小学数学课堂开展的主要教学资源，教师的教案计

划及教学大纲都是根据教材内容展开制定的，学生的估算能力也应

以教材中的知识为基础，实现基础估算能力的培养。在小学四年

级上册的苏教版教材中，主要涵盖“升和毫升”的体积知识、两

位数和三位数的除法知识、空间与图形中“观察物体”的相关知识、

统计图表、可能性以及垂线与平行线知识中，都含有一定的估算

运用，是估算教学开展的重要载体。教师应该针对这些知识在生

活中的估算运用展开情境联系，保证课堂中生活情境与学生所学

知识的贴合，避免产生“生拉硬扯”之感，弱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例如，针对“升和毫升”的相关教学中，这一章节属于数学中的

体积知识，其知识在小学生生活中展开估算运用的场景也非常多，

比如学生的水杯能装多少毫升水？小学生一口大概能喝掉多少毫

升水？一个游泳池大概需要多少升的水可以装满？做一个蛋糕需

要多少毫升牛奶……这些生活场景中都需要用到“升与毫升”的

知识。在针对这一部分内容展开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将其知识内

容与这些学生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联系起来，并借助这些场景进行

情境设计。在这样的情境联系之下，学生也能够将知识与生活联

系起来，进而了解在什么生活场景下会用到“升与毫升”的知识，

又在什么情境之下可以运用估算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进而实现学

生应用能力的提升。

（二）引入生活应用场景，培养学生估算意识

在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场景都是需要用到数学知识

和估算能力的。但是在以往“成绩定一切”的思想之下，学生开

展数学学习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解决生活问题，而是解决试卷上的

题目，而数学练习和考试题目中，主要都是精算类型的题目，一

旦发生误差就可能导致丢分，这就导致大多数小学生更加重视精

算学习，而忽视估算能力的成长。估算教学中引入生活应用场景，

能够让学生了解到生活中估算方法的应用，使其意识到估算学习

的重要性，进一步转变其学习观念，使其将估算学习和精算学习

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培养其估算意识。

例如，在“可能性”内容的教学中，这一部分的知识主要是

针对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予以“一定”“不可能”和“可能”的评价，

这主要就是考验学生的估算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就可以从

学生的生活出发，引入其生活中一些与“可能性”相关的应用场

景，并借此创设生活化的情境。比如，笔者在教学中设立了一个

“存钱罐”的情境：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存钱罐吧？如果在一个空

的存钱罐中存入了3个一元硬币、6个五角硬币和4个一角的硬币，

现在你想从里面拿出一个硬币，你觉得这个硬币会是什么面值的

呢？通过这一生活情境的设置，笔者让学生们展开思考和讨论，

并得出了“不确定”“可能是一元的，也可能是五角的，也可能

是四角的”“五角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的数量最多”等结论。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对估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除了进一步了

解“可能性”和“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外，还意识到了对应生活

场景中估算方法的重要应用，有效提升了其估算意识。

（三）构建生活问题情境，强化学生估算能力

在以往的数学估算教学中，教师常以枯燥、乏味的纯算式方

式展开教学，脱离学生生活的问题情境难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激情，

严重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导致估算教学的效果不佳。面

对如此窘境，教师应该强化问题情境中的生活内容引入，使得估

算教学中的提问能够贴合小学生的生活，进而激发其探索激情，

跟随生活化问题展开估算实践，进而实现估算能力的提升。

例如，在“四则运算”这一内容教学中，教师就可以以贴合

小学生生活的场景设置生活化的问题情境。比如，笔者在教学中

就设计了一个问题情境：“我们学校四年级一共有 6 个班级，每

个班级平均有 44 个学生，全校一共 38 个班级，校内大概一共有

多少名学生呢？”引导学生针对这一问题情境展开估算思考，并

在学生得出结论后进一步追问，“如果六年级的学长学姐们毕业

离校后，学校又招收了 300 名一年级新生，请你估算一下，到时

候学校大概有多少名学生？”通过这样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相

贴合的问题情境创设，可以将学生的探索激情充分调发出来，促

进其主动参与到问题思考中来，并在问题链的思考中实现思维发

散和估算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推进其数学应用能力的高效培养。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估算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因

此，数学估算能力也是小学生需要掌握的重要能力。在小学估算

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注重生活情境的应用，通过深挖教材估算内容，

开展生活情境联系；引入生活应用场景，培养学生估算意识；构

建生活问题情境，强化学生估算能力等策略，进一步强化估算教学，

提升估算教学效率和效果，使小学生重视估算学习，并实现自身

数学素养和数学应用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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