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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内容。因此估算教学没有得到重视．总认为数学要求的就是精确性和

严谨性。小学生学习数学只要学会精确的计算就行了。然而，数学的精确

性固然重要，但将实际问题数学化却离不开估算。估算的相对模糊性和数

学固有的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了解估算．教师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重塑长期以来估算教学的看法，笔算和口算固然重要，但估算能促

进计算结果正确性。促进计算方法灵活性。估算的进行必须以数学结构的

逻辑性和推理严密性为基础，反过来又可以为数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

件。从实际问题中怎样得出一般性规律，需要个体有较强的估算能力。因

此，从拓宽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角度出发，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以

后的内容乃至在生活中具体应用着想，教师应当更新观念，将估算能力纳

入到数学正规课堂教学上来。必须重视估算教学，加强估算策略的研究，

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估算的意义，增强他们的估算意识，不断提高处理实

际估算问题的能力。

I．重视估算的地位，发现估算的使用价值

估算的地位不容忽视．因为估算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

题。因此在平常的生活和学习中有广泛的应用。如果不理解估算的价值和

意义，不知道什么是估算。为什么要进行估算。那么就很难培养估算的

能力。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需要运用估算来解决的问题。

估算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例如，“我们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就需四

块肥皂。3包洗衣粉，2条毛巾，而肥皂每块6元，洗衣粉每包价格为9元．毛

巾每条16元，请你算一算小明拿了70元钱，够吗7”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

时我们就可以运用估算，将原式：6×4+9 x3+16×2估算为：5×4+10×3

+15×2=80，按照估算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小明拿70元钱是不够的。这

样利用估算来解决的问题．生活中还有很多，如学校供应中餐．要知道全校

的总人数．然后规定菜价多少．才能去买菜。如建筑师搞建筑设施时．需要

通过对材料的估算，才能买。如公司的财政也需要用到预算和估算等等。

其次。在数学学习中，我们也渐渐地越来越强调估算的价值。

估算对我们解决实际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帮助，因此我们更强调数学学

习中的估算部分。譬如，我们在学习除法的估算，乘法的估算中，都出示了

大量的需要用到估算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使学

生感受估算在数学问题中的广泛运用，我们一起来看所用到的例题：

(1)在除法估算中：

①124箱茄子，李叔叔他们3人一次运完，李叔叔他们三人平均每人大

约运多少箱7

②从学校到仙女湖有223千米。客车行驶了4小时，平均每小时约行多

少千米?

③每昕饮料3元，100元最多能买多少听饮料?

(2)在乘法估算中：

①～套学生桌椅53元，学校要给四(3)班买68套，大约要花多少钱?

②小明和奶奶在健身区散步，小明每分钟大约走39米．他绕健身区一

周走了12分钟．这个健身区③一周长大约有多少米7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估算问题，它是源于生活。

用于生活。这就需要我们学会用估算的方法，估算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说数学需要估算，还不如准确的说是生活要求我们运用估算．来

帮助我们。

2．培养估算应用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估算在日常生活与数学学习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联系。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发展学生的估算能力。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数

感．具有重要的价值。”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在联系

生活解决问题时逐步感悟估算的必要性，体验到估算的作用。从而愿意估

算，乐于估算，形成自觉估算的意识。培养估算意识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l 1)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估算思想，用估算法对数学规律

进行猜想。用估算法探寻解题思路，用估算法检验解题思路，用估算法检验

解题结果等，将估算思想贯穿教学始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估算的

意识。让学生尽可能地运用估算解决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联的。或者计

算较繁琐的问题，在心理体验中感受这一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而主动

探索估算的方法．增强估算意识。

例如．“松鼠妈妈采松子。晴天每天能采20个，雨天每天只能采12个，

它一连几天采了112个松子，平均每天采14个，问这些天中几天有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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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道题时。若用估算能凭。直觉”直接得到答案，即由共采112个．平均每

天采14个可以1：2算出总天数是112÷14=8天；再由晴天每天可以采20

个，个位上的数“0”，雨天每天采12个，个位上的数是“2”．很快就能估算出

雨天可能是6天，代入验算12 x6+20×2=112个，证实估算是正确的，且

比常规解题方法来得简便。

(2)教师最好结合教材要求．统筹安排，适当适时选用一些以社会生活

热点问题为背景的数学估算问题，还可以组织学生按照数学内容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参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即可以激发它们的学习兴趣。同时

又培养了估算方法的意识，从而增强了估算技能的实用性。

例如，。四(1)班49名同学去公园玩，每张门票9元，请你估计一下老

师带500元钱够不够?若够，大约应找回多少钱?”这样估算一下，就解决

了问题。每张公园门票约10元，全班约50人，就按每张门票lO元50人

算：50×10=500(元)．所以带500元钱够了。又因为9×50=450I元)，500

—450=50(元J，所以约应找回50元。实际的结果是：9 X49=441(元)．应

找回：500—441=56(元)，教学中教师应创设这样的估算机会，让学生意识

到现实生活中随处都有估算知识。都会用到估算，培养他们估算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

3．合理使用估算方法，形成估算技能

估算是一种开放性的创造性活动，往往带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时结

果并不是唯一的．这就需要学生了解什么时候进行估算是合理的，如何根

据条件来确定准确程度。以及如何提取主要信息，哪些信息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技能的形成都需要贯穿于数学教学的全过程。教师要教会学生恰当

估算的方法，帮助他们吸纳并形成自己的估算策略。所以要鼓励学生经常

利用生活情景来练习，增强学生对把握主要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估算

能力，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估算方法，除了教材上讲到的基本方法外，

还应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估算方法。

{1)近似估算法

利用四舍五入法。将数字看成整十、整百、整千来计算，不过要注意尾

数的大小。不能为了估算而估算，也不能不考虑尾数较大时的误差，这种方

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比较广泛。如：四(1)班今年参加秋游的人数为41

人，每人应交费用95元，四(1)班这次秋游总费用大约多少元?列式：41×

95t,4000元．将41估算成40，95估算成100。

(2 J规律估算法

用学到的规律性的数学知识进行估算，这一方法主要用于检验。如两

个数相加．和应大于其中任一个加数，一个因数乘以一个小于l的数。积必

然小于这个因数。在估算时遇到多位数乘除法时，根据因数、被除数、除数

的位数，估计积或商是几位数。积的位数等于两个因数位数之和或比两个

因数位数和少l；商的位数等于被除数的位数减去除数位数或比这个差少

1，如计算346×65。236×27．7064+36。

(3)尾数估算法法

在一些较大数字的四则运算的判断时，可以首先核对其尾数是否正

确，很多时候可以因此而省下很多验算过程。两个因数相乘得出的积的个

位数宇～定是原来两个因数个位数字之积的个位。如检验79×32=2526

做得对不对，利用个位数字估计，两个因数的个位数字之积是2×9=18，那

么积的个位数字一定是8。现在积的个位数字是6，显然结果是错误的。

(4)经验估算法

我们在计算人数的时候，若出现小数的话．那样我们也可以马上知道

自己计算是错误的。又如，某员工一月份的出勤率为96％．二月份出勤率

为90％，三月份为100％，问这个人这个季度的出勤率是多少，如果答案不

在90％一100％的范围内．那么就可以马上肯定计算错误。

三、结语

总之．估算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在小学

数学教学中应不断增强学生的估算意识、估算兴趣。综合教学内容，教给

学生一定的估算策略和估算方法。让学生在掌握方法的同时，结合题目特

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正确地、年3}学地估算，不要瞎猜、乱猜。把估算教

学始终贯穿在数学的教学中。

当然，学生估算意识和能力的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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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基于估

算的计算策略”能成为学生自觉而明智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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