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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
———对小学数学教材估算编排修订的思考

熊　华
（人民教育出版社 小学数学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小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一直是小学数学教育非常重视的方面之一。随着 《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的颁布，估算能力作为培养小学生数感的一个
重要方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有了更加明确的体现。但是教学实践中估算教
学还存在不被重视和评价难等方面的问题，人教版实验教材应该在体现估算作用、
灵活选择估算方法和策略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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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已成为数学教育改

革中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在小学阶段，估算能力

是培养学生数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估算策略也

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新一轮课程改革

以来，课程标准对小学阶段估算能力的培养提出了

更加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实验教材也在估算编排上

作出了很大的改进，教师在教学中更加重视让学生

感受估算的意义、学会估算的方法并初步体会估算

的作用，学生估算能力普遍增强。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教育实践中，估算教

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教材关于估算内容

的编排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本文希望通过

研究数学课程标准 （包括教学大纲）关于小学阶

段估算教学的目标和要求的演变，通过对比人教

版历套教材和当前正在使用的其他版本课标实验

教材在估算方面的编排情况，提出改进估算编排

的几点思考，为教材的修订提供参考。

一、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关于小学阶段估

算教学的目标和要求

　　 （一）教学大纲中估算教学要求的演变

１９６３年 《全 日 制 小 学 算 术 教 学 大 纲 （草

案）》最早提出估算的要求。在五年级的教学要

求中明确提出：理解整数四则运算的意义和每种

运算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进行简单

的估算。［１］（９３）在五年级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中安

排乘除法的估算。［１］（９４）

１９８８年 《九 年 制 义 务 教 育 全 日 制 小 学 数 学

教学大纲 （初审稿）》在 教 学 内 容 的 确 定 和 安 排

中明确提出：在低年级教学基本口算的基础上，
中、高年级要适当加强口算训练，并练习一些简

单的估算。［１］（１３３）在六年制小学三年级教学内容中

安排了乘数、除数是一位数的乘、除法的简单估

算。［１］（１４７）四年级乘数、除数是三位数的乘、除法

中也安排了乘、除的简单估算。［１］（１４８）

１９９２年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全 日 制 小 学 数 学 教

学大纲 （试用）》在六年制小学三、四年级的教

学内 容 中 安 排 了 乘、除 计 算 的 简 单 估 算 （选

学）。［１］（１６９，１７０）

２０００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数学教学

大纲 （试用修订版）》的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具

有估算意识和初步的估算能力。在教学内容的确定

和安排中明确提出：估算在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应

用，在各年级应适当加强估算。在六年制小学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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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学内容中安排了大数目估算。［１］（１９７） （例如：估

计一个剧场有多少座位，一块地有多少禾苗。）
通过对上 述 文 献 及 相 应 教 材 的 研 究 可 以 看

到，估算真正进入小学数学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 后，之 前 （１９６３年）估 算 很 少，仅 在 乘 除

法中涉及，目 的 也 主 要 是 用 于 验 算。８０年 代 中

期，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将估算能力作为运

算能力的一种，在口算、笔算的基础上，进行简

单的估算，四则运算都有。但重点仍然是为了计

算的验算，没涉及数感 （体会数的大小）和解决

问题。正是由于当时的估算教学目标单一 （培养

计算能力、用于验算）、方法复杂 （特别是乘除

法），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此９０年代就将

估算改为选学。这说明当时的小学数学教育界还

没有真 正 认 识 到 估 算 的 作 用 和 教 育 价 值，直 到

２１世纪初开 始 的 数 学 课 程 改 革，人 们 才 开 始 对

估算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课程标准中估算教学要求的演变

２００１年颁布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 （实验稿）》 （以下简称 《标准》）中明确提出数

感的主要表现：能估计运算的结果，并对结果的合

理性作出解释。［２］具体目标和要求见下表：

第一学段 （１～３年级） 第二学段 （４～６年级）

学段

目标

·掌握必要的运算 （包

括估算）技能；

·获得初步的测量 （包

括 估 测）、识 图、作 图

等技能。

·掌握必要的运算 （包

括估算）技能；

·发 展 测 量 （包 括 估

测）、 识 图、 作 图 等

技能。

内容

标准

·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

估 算，并 解 释 估 算 的

过程。

·能估计一些物体的长

度，并进行测量。

·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

程中，能选择合适的估

算 方 法，养 成 估 算 的

习惯。

·能用方格纸估计不规

则图形的面积。

课程

实施

建议

（教学

建议）

·加强估算，鼓励算法

多样 化。 （估 算 在 日 常

生活中有着十分广泛的

应 用，在 本 学 段 教 学

中，教师要不失时机地

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和

初步的估算技能。）

·加强估算，鼓励算法

多样化。 （估 算 在 日 常

生活与数学学习中有着

十分广泛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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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 颁 布 的 《义 务 教 育 数 学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１年版）》（以下简称 《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

进一步明确数量的估计是 “数与代数”的主要内

容。并指出：数感主要是指关于数与数量、数量

关系、运算结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３］（５）。具体目

标和要求见下表：

第一学段 （１～３年级） 第二学段 （４～６年级）

学段

目标

·知识技能：在具体的

情境中，能选择适当的

单位进行简单的估算。

·数学思考：对运算结

果进 行 估 计 的 过 程 中，

发展数感。

·知识技能：理解估算

的意义。

·数学思考：初步形成

数感。

内容

标准

·在生活情境中感受大

数 的 意 义，并 能 进 行

估计。

·能结合具体情境，选

择适当的单位进行简单

估算，体会估算在生活

中的作用。

·能估测一些物体的长

度，并进行测量。

·结合现实情境感受大

数 的 意 义，并 能 进 行

估计。

·在 解 决 问 题 的 过 程

中，能选择合适的方法

进行估算。

·会用方格纸估计不规

则图形的面积。

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估算在小学数学教育

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教学大纲相比，课

程标准更加重视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不仅在四

则运算中明确加强估算，在测量和几何中也加强

了估测等能力 的 培 养。 《标 准 （２０１１年 版）》更

是进一步将估算能力作为培养学生数感的重要方

面，而数感是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育的核心词之

一。此外， 《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更加明确地 提

出要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

进行估算，体会估算的实际应用价值，进而培养

学生的估算意识。这些都为教材编写中如何培养

学生的估算能力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二、关于教材中估算编排的比较分析

下表中，我们整理 了 人 教 版１９８６年 出 版 的

五年 制 《小 学 实 验 课 本·数 学》 （以 下 简 称

《１９８６年实验版》）、２０００年修订的 《九年义务教

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数学》 （以下简称 《九义

修订版》）、２００１年 出 版 的 人 教 版 《义 务 教 育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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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以下简称 《课标实

验教材人教版》）、北师大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实验教科书·数学》 （以下简称 《课标实验教材

北师大版》）、苏教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

科书·数 学》 （以 下 简 称 《课 标 实 验 教 材 苏 教

版》）共五 套 教 材 中 估 算 （主 要 是 “数 的 运 算”
中的估算）内容的编排情况。

《１９８６ 年 实 验 版》

（五年制）
《九义修订版》

《课 标 实 验 教 材 人 教

版》

《课 标 实 验 教 材 北

师大版》

《课标实验教材 苏 教

版》

一上

一下 加减法估算渗透

二上

１００以内 的 加 减 法 估

算，估 算 解 决 实 际

问题

加减法估算渗透

二下

万 以 内 的 加 减 法 估

算，估 算 解 决 实 际

问题

加减法估算，两步

运算估算，估算解

决问题

１．三 位 数 的 加 减 法

估算

２．两 位 数 乘 一 位 数

的乘法估算

三上

１．乘 数 是 两 位 数 的

乘法估算

２．除 数 是 两 位 数 的

除法估算

３．加减法估算

１．万 以 内 的 加 减 法

估算

２．多 位 数 乘 一 位 数

的乘法估算，估算解

决实际问题

两 位 数 除 以 一 位 数

的除法估算

三下

１．大数的加减法估算

２．乘 数 是 两、三 位

数的乘法估算，估算

检查积的最高位

３．除 数 是 两、三 位

数的除法估算，估算

检查商的最高位

１．一 个 因 数 是 一 位

数的乘法估算

２．除 数 是 一 位 数 的

除法估算

１．除 数 是 一 位 数 的

除法估算，估算解决

实际问题

２．两 位 数 乘 两 位 数

的乘法估算，估算解

决实际问题

乘法估算，估算解

决实际问题

１．三位数 除 以 一 位

数的除法估算

２．两位数 乘 两 位 数

的乘法估算

四上

１．小数乘法的估算，

估算检查积的最高位

２．小数除法的估算

１．两 位 数 乘 两 位 数

的乘法估算

２．除 数 是 两 位 数 的

除法估算，渗透估算

的策略

１．三 位 数 乘 两 位 数

的乘法估算，估算解

决实际问题

２．除 数 是 两 位 数 的

除法估算

１．三 位 数 乘 两 位

数的乘法估算，估

算解决实际问题

２．除 数 是 两 位 数

的除法 估 算，估 算

解决实际问题

四下 小数乘除法估算

五上
分 数 加 减 法 估 算

渗透

小 数 乘 除 法 估 算

渗透

五下 复习估算的方法 分数加减法估算渗透

六上

六下

复习整数乘除法的估

算，小数乘除法的估

算 （选作）

回顾估算方法，应

用 估 算 解 决 实 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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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理我们可以看到：
《１９８６年实验版》教材系统教学整数四则运

算的估算和小数乘除法的估算，能结合实际问题

让学生体会估算的实际应用，同时突出估算的作

用———初步检验笔算结果的准确性，例如用除法

估算检查商的最高位等。但在利用估算解决问题

的方法和策略 上 没 有 涉 及。２０００年 《九 义 修 订

版》教材只安排了整数乘除法的估算教学，小数

乘除法的估算作为选学内容。开始注意结合实际

问题让 学 生 体 会 估 算 的 意 义，初 步 渗 透 估 算 的

策略。
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课标实验教材依

据 《标准》的理念，加强估算知识的教学。三套

教材都安排了整数四则运算的估算教学，在笔算

教学中加强了估算的渗透，先估算再笔算，培养

学生的数感，同时进一步体会估算对笔算结果的

初步检查作用。北师大版和苏教版还在练习中渗

透了小数乘除法和分数加减法的估算。人教版和

北师大版都加强了估算应用的编排，安排了用估

算解决问题的例题，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
可以看到，培养学生估算能力已成为教材编

排的目标之一，但是在估算解决问题的编排上三

套实验教材差异较大，编排的内容也都只是简单

运用估算的方法 （近似取整口算）来解决实际问

题，而在生 活 中 运 用 较 多 的 估 算 策 略 则 较 少 涉

及。通过课标实验教材十年的使用和反馈，随着

《标准 （２０１１年 版）》对 估 算 要 求 的 明 确，人 们

对估算的认识也更加清晰，即估算是培养学生数

感的重要方面，同时估算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

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选取适当的估算策略。

三、提高学生估算能力的思考

近几年，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进行和估算

相关的 调 查 研 究，如 通 过 对 小 学 生 估 算 能 力 发

展、估算策略运用水平发展和估算错误类型的测

试，发现小 学 生 估 算 能 力 发 展 的 特 点，［４］又 如，
通过对学生的估算意识 （包括估算概念的理解、
估算方法和估算结果的认识、运用估算技能的能

力与意识、估算经验的来源）和估算策略的掌握

情况 （包括不同题型的估算策略种类、使用多寡

等）进行测试，提出了对中小学数学课程设置和

估算教学方面的建议。［５］

同时我们看到，虽然 《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对

学生估算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课标实验

教材也加强了估算内容的编排，教学中教师也开始

意识到估算的重要性，但是目前的估算教学还不完

善，也有教师反映估算教学 “教师难教，学生难

学”，学生估算意识还比较淡薄，运用估算策略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这也说明有关估算

内容的教材编写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课标实验教材人教版》应在 《标 准 （２０１１

年版）》的 理 念 下 对 估 算 内 容 的 编 排 进 行 修 订，
为估算教学提供更好的素材和内容，让教师和学

生真正、充分感受估算的作用，体会估算的必要

性，从而自觉地在教学和学习中培养估算的意识

和能力。
以下以数的运算和解决问题中的估 算 为 例，

谈谈教材修订的几点思考。
（一）估算内容的结构调整
首先，关于整数四则运算的估算教学最好安

排在万以内数的认识以后。
万以内数的认识之前，主要教学百以内数的

加减法和笔算乘除法，这个阶段的重点应该是培

养学生的计算技能，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掌握算

法，为后面学习大数的四则运算包括估算打好基

础。因此，这里过早引入估算，会对学生的计算

学习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在练习中可以适当渗

透一些估算的思想，如下面苏教版教材一年级下

册中的练习。

整数四则运算估算的教学主要安排在万以内

数的加减法、多位数的乘除法中。这时 的 计 算，
大多难以直接口算，所以教学估算也就能体现出

它的作用。估算不单独进行编排，而是和笔算紧

密结合起来。通过估算，能够对笔算的结果进行

初步的评估和检验，及时发现笔算中的错误并进

行改正。同时，笔算的经验进一步促进估算方法

的形成。这样，使学生逐步形成口算、笔算和估

算一体的运算能力。
其次，增加小数和分数运算的估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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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实验教材只编排了和整数四则运算相关

的估算内容的教学，而小数和分数运算中没有估

算内容的编排。虽然小数的估算大多数是转化为

整数的估算，而分数估算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

小数和整数的估算，但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估

算的意识和习惯，在小数和分数计算的教学中，
我们也应该适当加强估算的渗透。《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附录中案例 （例２７）［３］（８８）：

９．９×６．９比７０小吗？１
２＋

４
７

比１大吗？

这个案例就涉及小数和分数估算的要求。当

然，教材编排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可以通过

练习中的习题来渗透。
（二）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让学生体会估

算的作用和必要性
当前的教学中，教师对估算重视不够，学生

也大多觉 得 只 要 掌 握 好 笔 算 就 可 以 解 决 任 何 问

题。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对估算的意义和重要性

认识不够，没有体会到估算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

作用和必要性。因此，教材在编排估算时，应该

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让学生能真正体会到估算

的必要性和价值。
一方面，在 安 排 估 算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教 学

时，应当选取适当的问题情境。
例如，《课标实验教材人教版》二年级上册

第３１页例４ （下 图），在 估 算２８＋４３时，有 的

学生会这样估算：２０＋４０＝６０，８＋３＝１１，６０＋
１１＝７１，２８＋４３大约是７０。

学生实际是先口算出准确数，再根据准确数

判断出估算的结果，也就是 “算着估”。学生为

什么没 有 用 估 算 呢？如 果 将 问 题 情 境 进 行 修 改

（下图），这里暖 水 瓶 上 价 签 的 个 位 数 字 看 不 清

楚，学生不能直接笔算，相信学生自然会想到用

估算 “４０＋５８”或 “４０＋６０”来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了。所以，教材只有提供了适当的问题情境，学

生才能更好地体会到估算的意义和作用，逐步培

养估算的意识。
另一方面，练习的安排也要设计适当的问题

情境。
教学中，教师经常会疑惑估算的答案到底是

多少。教师也会经常评价 “谁的估算更准” “谁

的估算最接近准确值”。因为在练习中经常出现

这样的 题：估 算 下 面 算 式 的 结 果。比 如１９２＋
２１９，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估算结果：　

学生１：１９２接近２００，２１９接近２００，２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

学生２：１９２接近１９０，２１９接近２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４１０。

学生３：１９２接近１９０，２１９接近２００，１９０＋２００
＝３９０。

学生４：１９２接近２００，２１９接近２２０，２００＋２２０
＝４２０。

学生５：１９２接近２００，２００＋２１９＝４１９。
学生６：２１９接近２００，１９２＋２００＝３９２。
……
当然，我们说估算的结果没有对错之分，只

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但是像这样单纯的估算算

式的练习，可能会让教师感到困惑。如果能作一

些调整，比如苏教版教材中的练习：

这样既能达到练习估算的目的，也可避免教

师教学中评价时的困惑。
（三）估算方法多样化和估算策略的渗透
估算其实就是 “近似计算”，也就是 将 算 式

中的数据看成整十、整百或整千的近似数进行口

算。当然，这个近似数的选取，通常是用四舍五

入法，有时也会用进一法和去尾法，具体的方法

需要根据数据的特点和问题的情境灵活选择，所

以在估算教学中需要渗透估算的策略。
事实上， 《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中 培 养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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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能力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 “对运算结

果进行估计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数感”，另一

方面是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选择合适的方

法进行估算”。结合具体的问题情境，让学生体

会估算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且通过选取不同的

估算策略体会估算方法的多样性。《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中提供了这样的案例 （例２６）：［３］（８７）

李阿姨去商店购物，带了１００元，她买了两
袋面，每袋３０．４元，又买了一块牛肉，用了

１９．４元，她还想买一条鱼，大一些的每条２５．２
元，小一些的每条１５．８元。请帮助李阿姨估算
一下，她带的钱够不够买小鱼？能不能买大鱼？

这样的问题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也体现了估

算教学的价值。解决这类问题时，就需要选择适

当的估 算 策 略。事 实 上，这 个 问 题 就 是 要 判 断

１００元和这三种物品的价格总和的大小关系。如

果把三种物品的价格都估大，总和比１００小，那

么就能判断这三种物品的价格总和不到１００元。
如果把三种物品的价格都估小，总和 比１００大，
那么就能 判 断 这 三 种 物 品 的 价 格 总 和 超 过１００
元。这 其 中 的 估 算 策 略 蕴 涵 着 不 等 式 的 性

质，即：
如果ａ＜ｂ，ｂ＜ｃ，那么ａ＜ｃ；如果ａ＞ｂ，ｂ＞

ｃ，那么ａ＞ｃ。
反过来，如果把三种物品的价格都估大，总

和比１００大，我们就无法判断出这三种物品的价

格总和与１００元的大小关系。如果把三种物品的

价格都估小，总和比１００小，同样也无法判断出

这三种物品的价格总和与１００元的大小关系。用

不等式表示就是：
如果ａ＜ｂ，ｂ＞ｃ，那么ａ和ｃ的大小无法判

断；如果ａ＞ｂ，ｂ＜ｃ，那么ａ和ｃ的大小同样无
法判断。

所以，在解决问题的具体情境中，我们需要根

据不同的问题和数据的特点灵活选取估算的策略和

方法。教材修订中应该加强估算策略的渗透，让学

生体会估算的意义和作用，同时还要让学生初步体

会有些问题用估算不能解决时，也需要进行精确计

算或者在估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
以下面 的 问 题 为 例 （下 图），第 （１）、 （２）

小题都能利用估算解决问题，可以让学生体会不

同的估算策略和 方 法。而 第 （３）小 题 利 用 估 算

解决问题时，将６５×８估大和估小都不能解决，
这时我们需要通过笔算来解决，也可以在估算的

基础上进行修正。例如：把６５×８看成６０×８＝
４８０估小了，少５×８＝４０，再进一步进行比较，
就能得出结果。通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

让学生更全面地感受到估算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

运用，对估算意义和方法的认识更加完整。

·９７·



当然，估算具体内容的编排不仅要考虑和具

体知识的结合，还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

特点。通过合理、恰当的内容设置和编排更好地

实现培养学生估算意识和能力的目标，即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数感，
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估算的作用，针对

不同的问题灵活选取适当的估算策略，让学生初

步体会其中蕴涵的数学思想方法，提高学生的数

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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