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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估算是在日常生活、测量中无法也没有必要进行精确计

算或判断时所采取的计算方法，是对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合

理的概算和推断。在进行估算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合理的逻

辑性和条理性，需要运用一些合理的推理和判断。《数学课

程标准》指出，对运算结果进行估计的过程中发展数感。在

具体情景中，能选择适当的单位进行简单的估算，理解估算

的意义。

2 培养估算意识，形成数感。
估算教学，不是单纯地教给学生记住一种估算的方法，

应当是通过估算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近似意识，让学生逐步

地去理解估算的意义，不断地丰富估算的经验。培养学生的

估算意识，有助于学生选择相应的策略来解决不同情况下的

有关计算的实际问题，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数感。其中，小

学数学教学从认识数开始就对学生的估算意识进行培养。

例如，人教版一下第四单元 100 以内数的认识单元，主

题图和练习里都出现了估一估的内容。练习题如图 1 所示，

让学生先圈出 10 颗糖，根据 10 颗糖这一部分的大小试着找

一找整体中大概有几个 10 颗糖，由此判断一共大概有多少

颗糖。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随意估，而是借助标准量来

进行估计，培养学生关于数量方面的数感。

图 1 练习题

再如，人教版二上第二单元 100 以内加减法中一道练习

题：请找出得数比 50 大的算式和得数比 50 小的算式。学生

基本都使用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利用本题对学生进行估算意

识的培养，教师提问：“如果这道题我不一一计算，你能完

成吗？”学生思考后有的说：“31+29 这题结果一定比 50 大，

因为十位上 30+20 就等于 50，个位上的数不用算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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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比 50 大。”还有学生说：“70-28 这题结果比 50 小，

十位上 70-20 等于 50,50 还要减个位上的数，所以结果一定

比 50 小。”两个学生的发言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大家纷纷

开始解释原因，这是学生首次在计算方面进行估计。这样的

估算，是学生在笔算中取得相应的感受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的，培养学生对运算结果估计的感悟 [1]。

3 解决实际问题，培养数感
由于计算教学、估算训练和解决实际问题是结合在一起

的，因此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该让学生多估计一下问题的结

果，并能够进行适当的解释，从而使学生充分体会到估算在

生活里的应用价值，达到培养学生数感的目的。

人教版三下第二单元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解决问题：一

共有 182 个菠萝，每箱装 8 个，一共有 18 个纸箱，够装吗？

教师提出问题：“你能用几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学生有

的用准确计算方法，有的用估算方法。在估算的解决方法中，

我发现学生的方法各种各样，就让他们写在黑板上进行解释。

方法一：18≈20，20×8=160（个），160 ＜ 182，可答

不够装。学生解释把 18 个纸箱大估成 20 个纸箱，每个纸箱

装 8个，20个纸箱一共装 160个，大估成 20个纸箱都不够装，

还原成 18 个纸箱就更不够装了。

方法二：8≈10，10×18=180（个），180 ＜ 182，可答

不够装。学生解释把每箱装 8 个菠萝大估成每个纸箱装 10

个，18 个纸箱一共装 180 个，每箱装 10 个都不够装，还原

成每箱装 8 个就更不够装了。

方法三：182≈180，180÷18=10（个），8 ＜ 10，可答

不够装。学生解释把 182 个菠萝小估成 180 个菠萝，装在

18 个纸箱里，每箱要装 10 个，而实际每箱只能装 8 个，

180 个菠萝每箱要装 10 个就装不下，还原成 182 个就更装

不下了。

学生用以上的几种方法都能解决这个问题，解释得合情

合理。教师问：“观察这些估算的方法，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说：“有的用乘法解决，有的用除法解决。”教师追问：

“什么时候用乘法？什么时候用除法？”学生答：“求总数

的时候用乘法，求一份或几份的时候用除法。”有的说：“有

的是用大估的方法，有的是用小估的方法。”教师问：“怎

么判断用大估法还是小估法？”学生回答：“确定一个数，

先把它大估计算后比较看是否能装得下，如果装不下，然后

还原成原来的数再想，如果结果是更装不下，方法就对了，

如果不敢确定就不行。”教师接着问：“不管是大估还是小估，

乘法还是除法，这些解法有什么共同点吗？”学生思考后回

答：“他们都是把一个数看成整十数，用两个数相乘或相除

与另一个数进行比较。”

学生在理解各种方法后进行讨论，在讨论估算解决问题

中感悟数量之间的关系，通过一步一步地思考和推理，培养

学生的数感 [2]。

4 结合实际情景，发展数感
小学数学教材中的估算教学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因

素，尤其估算解决问题学生要经历多次思考、多次记忆、提

取信息、计算、比较、判断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教师在教

学中要引导学生运用估算进行结合具体情境的估测，使学生

在掌握估算方法的同时，能运用估算的思想去寻求解决问题

的最佳策略，从而提高学生的估算能力，发展学生的数感。

人教版三上第二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解决问题：巨

幕影院有 441 个座位，一到三年级来了 221 人，四到六年级

来了 239 人。六个年级的学生同时看巨幕电影坐得下吗？学

生在解决这道题时有的用计算的方法，有的用估算的方法。

教师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估算的方法：223≈220，239≈230，

220+230=450（人），450 ＞ 441，可答六个年级的学生同

时看电影坐不下。

这道题学生用小估法解决，要让学生理解把两个数据往

小看电影院都坐不下，要是实际人数就更坐不下了。教师接

着出示下一个问题：如果两个旅行团分别有 196 名和 226 名

团员，这两个旅行团同时看巨幕电影坐得下吗？学生用估算

解决方法如下：196≈200，226≈230，200+230=430（人），

441 ＞ 430，可答这两个旅行团同时看电影坐得下。

本题学生是用大估法解决的，让学生理解把两个数都

往大看电影院座位都坐得下，要是实际人数来看就更坐得

下了。

在完成两道题后，教师提问：“都是 441 个座位，怎么

一会儿用小估，一会儿用大估呢？”学生讨论后回答：“虽

然都是 441 个座位，但是去看电影的人数不同，所以估算的

方法就不同。”追问：“你觉得用估算方法解决问题最重要

的是什么？”学生答：“情境中的数据很重要，我们要根据

具体的情境选择估算方法。”

通过以上例题的学习，重点在用估算解决实际问题时，

情境中的数据很重要，要结合具体情境，选用不同的解题策

略，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培养学生的数感 [3]。

5 结语
估算是一种运算能力，对于学生来说估算能力是现代社

会生活的需要，它是先思维判断，后具体计算的过程，在这

种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学生的数感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同时

还能够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直观判断能力，培养学

生对生活的自信心。

参考文献
[1] 刘向前.在低年级估算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感[J].教育教学论

坛,2014(17):276-277.

[2] 张梅.在估算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感[J].学周刊,2015(18):176.

[3] 邱超超.小学数学估算教学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D].海口:海南

师范大学,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