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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估算教学的现状与建议 
◆黄秋霞 

（东莞市大岭山镇中心小学） 

 
摘要：估算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估算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提高学

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密切结合

估算的教学目标培养估算意识、形成估算策略和养成估算的习惯以此让

学生能灵活地运用数学知识对具体问题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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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教学是当前数学教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估算在数
学课程中得到了强调，《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
大大增强了估算的分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密切结合估算的
教学目标培养估算意识、形成估算策略和养成估算的习惯，以此
让学生能灵活地运用数学知识对具体问题进行估算。因此落实估
算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实实在在地从思想上重视起
来，从行动上研究起来，从方法上指导起来，从意识上培养起来。
下面笔者浅谈一下对当前估算教学的一些看法。 

一、估算教学的意义 
估算能力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估

算能力，人们不但可以节约认知步骤，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并
可以帮助人们探索问题解决策略、估计结果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形成恰当的认知决策，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估算的使用较为频繁，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广泛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估算应作为小学
数学教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来培养。更进一步说，《数
学课程标准》指出，数感主要指关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运算
估计等方面的感悟。重视估算教学还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数感，形
成直觉思维。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加强估算教学，对于培养小学生
猜测、推理、判断，观察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可以提高小
学生对事物具有综合性和概括性认识的能力。总而言之，在当前
新课程背景下开展估算教学对学生学习具有重大意义。 

二、估算在教与学的现状 
当前，在教学中估算能力已成为小学数学教育中比较重视的

一种能力，由于我国小学数学教学历来只重视精确计算，所以教
师缺乏估算教学的经验。 较多的一线教师对估算的意义和作用
认识不足，依然对于数学教学中传统的口算和笔算重视，而忽视
估算的内在价值，或只重视教学生估算方法，而忽视对学生估算
意识、估算习惯的培养。在教学中教师为了学生在考试时估算不
出错便对学生估算时作出统一要求，如用四舍五入的方法来进行
估算找到近似数，并不注重培养运用估算进行问题解决的能力。
然而在这样长期的应试教学环境下，学生能够按照要求进行应试
性地估算，而且加之很多学生习惯于精确计算，估算的意识不够，
学生往往只为估算而估算，不能体会到估算在解决实际问题的作
用，因此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往往缺乏估算意识和对应的策略。该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如何真真切切将估算目标落实在教学中？这
是值得我们所有一线教师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估算教学的建议 
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让学生理解估算的意义，那

么在教学中该如何落实加强学生的估算意识呢？这里提出一下
几个建议。 

1、领会精神，明确估算教学目的 
估算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具体情境教给学生估算方法，鼓励算

法多样化，使学生能自主运用合适的估算方法解决具体问题，养
成估算的习惯。针对当前估算教学的现状，笔者认为对于大部分
一线教师来说，光靠自己去钻研课程标准、教材、教学参考去明
确估算的教学目的，去教学估算还是不够的。各地的教育部门都
应该重视起来，组织教师们针对这项教学进行培训学习，多开展
教学估算的示范课，这样才能让教师们更真切地重视和理解教学
估算的教学目的，才能对估算教学活动产生更大的指导性作用。

教师只有领会估算的教学意义，明确知道估算教学的目的，才能
更好教学估算，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 

2．增强估算意识，培养估算习惯。 
学生数学素质的核心是应用数学的能力， 其主要体现在用

数学的观点和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课内外能自
觉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估算意识和能
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中一切估算的资源结合教
材要求，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经历，创设现实的生活情景，让学
生尽可能地运用所学习的估算方法解决，从而理解估算的意义，
认识估算在生活中的作用，并能主动探索估算的方法，达到增强
估算意识的目的。并在参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通过学生成功的
体验既激发学习兴趣，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将估算思想贯穿始
终，从而使学生的估算意识在教师有意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得
到强化。变估算由“可有可无”到“无处不在”增强学生自主运
用估算解决问题的意识。 

3．让学生建立估算的模型。 
用估算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时，虽然方法是多样化的，答

案也并不固定，但是解题并非无迹可循的。例如： 
① 凑整法。该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也是数学学

习中基本的估算方法，即把数量看成整十整百整千再计算。 
②利用特殊的数作参照。如 126×8，就可以想到 125×8，

就得到了 1000。 
运用估算的还能让我们快速地检验计算结果是否正确。例

如： 
①根据位数估算。例如：4715÷23=25，除数是两位数的除

法，被除数的前两位比除数大，可以商 2，所以商应该是三位数，
于是判断商“25”是错的。 

②根据运算性质估算。例如：457+245-178=444，根据“减
去的数比加上的数小，其结果应比原数大”，可判断“144”是错
误的。 

③ 根据生活经验估算。例如，一个蓄水池，有两个进水口，
甲进水口单独注水需要 4 个小时，乙进水口单独注水需要 5 个小
时，甲乙同时注水需要几个小时？根据经验可知，甲乙同时注水
肯定比甲或者乙单独注水需要时间少一些。如果有学生这么算：
4+5=9（小时），说明一定是错的。又如在计算合格率，成活率或
者正确率的时候，答案出现大于 100%的肯定就是错的。 

估算的策略具有多样化，学生只有自己掌握具体的估算策略
建立估算的模型才能有效地提高自身的估算能力，所以教师在估
算教学中应让学生体会体会估算的意义，提高学生估算的积极
性，教会学生恰当运用估算方法，让学生经历估算与精算结果比
较的过程中提高自身估算能力，辅导他们形成自己的估算策略建
立估算的模型。 

四、小结 
总而言之，数学源于生活，也运用于生活，而估算对解决生

活许多问题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估算教学是数学教学中值得
引起重视的一个话题，但学生的估算习惯的养成需要教师有目
的、有计划地指导，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更要重视起来，要善于不断地调整、拓展和丰富教材的内容，
将对估算能力的培养渗透于各个教学内容之中，才能让学生掌握
解决各类问题的估算策略，建立模型，增强估算的应用意识，才
能提高学生的估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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