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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数学估算能力培养策略 
◆张德木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区卫坪镇中心小学校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学计算能力，估算与数感和数学应用密切相关。

相较于旧课标，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强调了估

算与日常实际生活的联系，对估算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新课

标为指引，通过分析小学数学估算教学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

型的估算教学设计策略，本文研究将为小学数学教师上好估算课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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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是一种通过快速口算得到一个概数值的简便计算方法，
是一种重要的数学计算能力，实际生活中运用广泛，数学教育界
一直对其给予高度重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将素质教育理念融入到估算中，指出估算是发展学生数感的重要
手段，强调了估算与日常实际生活的联系。目前我国小学数学估
算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致使学生无法将学到的估算方法融会贯
通，灵活运用。故在新课标的指引下，改善传统的估算教学设计
并提供联系实际生活的估算教学情景设计策略，从而培养提高学
生扎实的估算能力是每一位小学数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小学数学估算“教”和“学”的问题分析 
（一）导入新知“教”，方式欠妥当，评价单一 
在向学生传输估算知识的过程中，许多数学教师方法刻板、

生硬直接，没有创设估算的问题情境吸引学生，诱发学生的估算
兴趣，缺乏学生估算能力的灵活性培养。例如许多教师在教导学
生对两个两位数相加进行估算常会对学生这样说：“这节课我们
学习两位数加两位数的估算，同学们估一估 24+38 大概是多
少？”在这个教学案例中，估算的对象是纯算式，学生不明白为
什么要用估算，这种欠妥的导入方式将使学生使用估算变得机械
化，难以自觉主动地使用估算，同时也会影响学生在生活估算意
识的发展。评价时往往是“你估得真对”，不符合老师的想法就
沦为反面教材。 

（二）探索新知“学”，环节设计欠合理，学生缺少自主探
索明理的时间 

面对学生在学习估算过程中反映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估算在
什么情形下使用，怎么估算等，教师常常将责任归结于自己在课
堂上没有将讲解内容展开并具体化，没有向学生强调什么时候用
估算。这种错误的看法与新课标的要求背道而驰，问题产生的原
因恰恰出在一些教师满堂灌的做法中，没有在课堂设计中给学生
留出自主探索的时间。这种缺乏探索新知环节的纯教学模式使学
生往往被动地把估算当作公式来死记硬背，从而无法在适当的情
形下灵活掌握估算技能。例如“一个练习本 3.8 元，一根钢笔 5.9 
元，小红有 10 元钱，够买这两件学习用品吗？”，之后教师说：
“我们估一估吧，把 3.8 和 5.9 分别看成整数 4 和 6。”然后，
学生都用这种方法进行估算。最后，教师在黑板上把正确答案写
出来：“3.8+5.9≈4+6=10，带的钱够”，探索新知活动就结束了。
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没有留给学生自主探索新知的时间，学生不
知道为什么要看成 4 和 6，仍然无法充分体会什么时候用估算，
其估算能力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学生估算意识薄弱 
大部分学生为了估算而估算，先把正确答案算出来，再照葫

芦画瓢，写出一个所谓的估算结果，完全是本末倒置。 
二、小学生估算培养设计策略 
（一）结合情境，引导培养学生恰当选择估算方法 
出于本能的反应，学生在完成一道数学计算时，常常优先选

用精算而不是估算。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根据
问题情境判断使用估算还是精算，并在判断的过程中发现估算可
以较便捷地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其运用估算解决问题的意识，体
会估算的作用。例如，创设这样的问题情境：姐姐带 30 元钱去
水果超市，她买了 10.5 元的苹果、10.29 元的香蕉和 8.44 元的
桔子，判断以下四种情况适宜用估算还是精算：A.姐姐想知道带

的钱够不够；B.收货员把每种水果的价钱输入到收银机里；C.姐
姐被告诉要支付多少元时；D.收货员数姐姐支付的钱数时。这样
结合问题情境对比估算与精算的解题过程和结果，可以体会到结
果的快速产生仅靠估算就能实现，从而体会估算的重要作用。 

（二）提供具有生活情境的针对性估算问题，培养学生的估
算 

一些学生估算意识淡薄，学习估算的兴趣不大，这多是教学
方法上出现了问题，脱离学生现实生活的纯算式估算会使得学生
产生厌学情绪，不愿意主动学习估算。故在新课标的指引下，数
学教师应向学生提供具有生活情境的估算问题，强调估算与日常
实际生活的联系。这样引导到位，学生会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
估算的现实价值，培养起学习估算的兴趣。具体做法上可以考虑
安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际问题。如：“六年级学生在计算
合格率、出勤率、成活率等问题时，结果如果超出了 100％”，
那肯定是错误的；“怎样计算树叶的面积？我们可以借鉴数方格
的方法来估计出树叶的面积”；“二年级学生学习长度单位米、分
米、厘米时，可以为学生建立一个模型（学生双臂张开长约 1 米，
食指与拇指张开长度约 1 分米，小拇指一节约 1 厘米）”这样的
实际问题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体现估算的作用，能使学
生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掌握估算方法。 

（三）提供更多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机会，培养学生估算
方法的多样性 

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新课标课程标准一直强调自主学习
与合作学习相结合，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只是作为一位引导者而
非主导者。由于知识经验和思考问题角度的差异，每个学生都难
以全面地分析问题。通过与同伴交流，可以听取他人的想法，取
长补短，更加全面地思考、认识问题。如学生估算 15×8 有多
种方法：10×8；10×10；20×8；15×10；10×8+5×8 等。可
每个学生只能想到其中的几种，不能全部想到，这时如果与同伴
进行交流，就会从同伴那里了解自己没想到的方法，掌握更多估
算方法，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结语 
由于我国引入估算较晚，估算教学相关理论研究仍不够成

熟。我以新课标为指引，针对小学估算教与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相应的小学生数学估算能力培养策略，以期为提高估算教学
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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