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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2011年版）对于第一学段（1-3年级）“数的运
算”中估算这一课程内容，是这样描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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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笔者在教学三年级上册以后遇到的一些问题：
（1）估算方法使用不当，“四舍五入法”根深蒂

固，不会根据题意估大估小，可以说学生对于用精算
来解决问题已经是醍醐灌顶了。

（2）缺乏估算教学经验，自身估算意识与习惯不
佳，把估算当成一种技能来训练，忽略思维的过程，
无法让学生体会到估算的乐趣和实际意义。

（3）估算比重太小，整个单元教学内容的编排是
先从口算再到笔算，最后才是估算解决问题，笔算占
据整个单元绝大部分。

二、优化策略
估算教学的内容调整，首先要遵循数学课程标准

关于估算这一课程内容的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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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新教材的多数单元教学，实质是一种基于单
元主题图的版块教学。各版块下的例题教学，会选取
主题图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个问题展开。因此，同一单
元版块下的知识内容之间存在着内在与必然的联系，
这样就为估算教学贯穿整个单元，来带动整个单元的
问题教学提供了可能。

（一）单一例题的调整优化
估算之于单元教学必须是源头活水，一以灌之，

细水长流，才会永不枯竭。
例如第六单元《多位数乘一位数》，真正系统地

涉及估算教学内容只有一课。在单元教学中，不管是
笔算、口算还是解决问题，估算教学可以从单元伊始
直至单元结束，尽可能地让学生把估算当作一种思考
的习惯，让学生能第一时间对估算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估算必须在口算与笔算教学之前提前介入，让学
生越来越体会到估算之于口算与笔算的重要作用，才
会在头脑中不自觉地形成强烈的估算意识。

（二）多个例题的有机融合
口算、笔算和估算好比运算的三驾马车，我们设

想的理想状态是在单元教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三者
能做到彼此融合、整体推进。

例如第二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可
以在各个例题的教学中都渗透估算的教学，口算之前估

一估，笔算之前也估一估，最后再回到笔算，让学生体
会三种不同方法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让学生明白类似这
样“够不够”地解决问题，采用估算、选择合适的估算
策略与方法会使问题的解决来得更加简便。

（三）多个板块的适度取舍
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和创设熟知的问题和生活情

境，当教材所提供的情境与学生熟悉的实际不符时，
我们要及时地做出优化与调整，灵活取舍。

例如第四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二）》，
教材选取了三组不同的问题情境：野生动植物的数
量、动画片的产量和购物问题。它们都是很好的资源
与素材，但如此简短的单元涵盖三个不同的情景，会
肢解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为此可以将三者合一，选取
学生更为熟知的日常购物问题，让单元教学的主题更
突出、更统一。从头至尾将估算贯穿其中，不单优化
单元内容，同时将估算和口算、笔算整合在了一起，
整册教材数与代数内容全部渗透了估算教学，让学生
养成了良好的估算意识和习惯。

三、优化成效
（一）增强学生的数感与估算意识，促进学生的

思维发展
我们要让学生对数字具有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善

于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分析思考问题，学生的估算
意识要有显著的增强，估算能力也要有明显的提升，
从而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数感。当然，我们也想借此让
学生透过估算体会到计算教学的别样精彩，提升学生
对于计算教学的浓厚兴趣。

（二）促使教师对估算重新审视，积极探索估算
教学的变革

以估算教学为载体，秉承课堂为主与课外延伸相
结合的原则，为学生提供现实的、富有挑战性的学习
内容，加强对学生的估算指导与训练，让学生灵活熟
练地掌握各种不同的估算策略，真正认识与体会到估
算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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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数学估算教学实践中，学生的估算意识薄弱，教师缺乏估算教学经验，教材估算内容比重
小。为此，笔者提出了估算教学内容优化的三个策略，即单一例题的调整优化，多个例题的有机融合，单元版
块的适度取舍。此研究旨在增强学生的数感与估算意识，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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