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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乘法估算》教学设计与反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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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估算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广泛，培养小学生应有的估算意识与运用估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对
《乘法估算》进行教学设计和反思，能够更好地通过创设情境、运用不用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数学估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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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乘法估算》教学设计
１．１　教学内容与分析

１）教学内容。小学数学人教版三年级数学上册６单元第７０页例７，即乘法的估算。前面已经学习
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乘法和笔算乘法（乘数中间或末尾有零的笔算乘法），它们为估算的学习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例题７创设了航天航空展览的情境，２９个学生去参观，门票８元／张，带２５０元够吗？
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计算来源于生活，理解估算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产生估算学习的需要。教材把例

题７分为三大部分：“阅读与理解”找出已知条件和问题，让学生理解估算的价值，掌握用估算解决问题
的往大估、往小估等基本策略，并能在具体情境当中灵活应用，提出问题后，教材给出了精确计算和估算

两种解决问题的策略，让学生了解有些问题用估算就可以解决，体会估算的价值；“分析与解答”教学估

算的方法，结合具体情境，让学生理解如何通过不等式的性质依靠估算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用估算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回顾与反思”把得到的结果，返回到原实际问题中，确定是否是实际问题的准确

答案。

２）教学重点。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的估算方法。
３）教学难点。培养估算的意识和能力，能根据问题情境需要具体分析。
４）基本数学思想与基本活动经验。引导学生通过合作交流、讨论、独立思考等方式自主探究新知，

体验学习的乐趣。

１．２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认识了万以内的数，学习了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了解了什么是近似数，并能结合具体情

境估算三位数加三位数的加法。例题７的教学对学生的要求不高，掌握把因数中任意的两位数看成一
个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进行计算，必要时还要会对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例题７创设了一个和实际
生活息息相关的票价够不够的问题，使学生意识到估算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存在的。但是，学生在估算

方面的体验不多，通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选择算出准确的答案，并没有养成运用估算策略的习惯。例题

７的教学首先就要让学生体会到估算的好处，从而产生学习估算的必要。这节课的教学，我主要运用小
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思考、交流、比较、归纳，逐步感受估算的价值，掌握用估算解决问

题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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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教学目标
１）知识技能目标。使学生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的估算方法，能够正确地进行估算。
２）过程与方法目标。使学生认识到估算的价值，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

能力；通过探究、交流讨论、辨析比较掌握用估算解决问题往大估、往小估等基本策略，并能根据问题情

境需要灵活应用，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

３）情感目标。培养学生估算的意识，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产生对数学学习的热爱。
１．４　教学过程
１．４．１　复习引入，初步感知估算（口算卡片）

１）口算。Ｔ：前面我们学习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乘法，下面的口算题，能准确口算吗？（开火车
回答）。１０×４＝２０×４＝５×３０＝４×３００＝６×４０＝８×６０＝６×７０＝？
２）找一找，看看框中的数接近哪些整数？（ＣＡＩ出示，示意学生回答）
Ｔ：看来前面的知识同学们掌握得都不错，为了奖励大家，老师准备组织大家一起去参观航空航天

展览，有兴趣吗？

Ｓ：好。
１．４．２　创设情境，探究估算方法

１）认真阅读题目，分析问题。（ＣＡＩ出示主题图）
Ｔ：仔细观察，说说你从图中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板书。门票每人８元，有２９人参观，带２５０元钱够吗？
２）动脑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计算，谁会列式？板书。２９×８乘法
３）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Ｔ：要解决这个数学问题，应该选择什么方法计算出２９×８的得数呢？你

会算吗？（请同学们拿出课堂本在本子上进行计算，老师巡视。把不同方法的本子拿到展示台上展

示。）Ｔ：老师发现同学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算法，这是谁的，能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出示第二种，
问，这又是谁的？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Ｔ：解决这个数学问题你会选择哪种算法？（四人一组讨论，并说清原因。）
小结。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够不够”的问题，一般不需要给出精确的结果。通常采用

估一估，也就是估算的方法，然后进行比较就行了。

板书。估算

４）分析解答。Ｔ：通过刚才这个小朋友精彩的讲解，我们可以把２９看成３０，３０乘８等于２４０（元），
那么２９乘８的积大约等于２４０元。也就是说，２９×８≈２４０（元）。

小结。由于我们还不知道２９×８的精确数，所以我们要用约等号。大家看，（ＣＡＩ出示）这就是约等
号（指着）像波浪一样，读作“约等于”，请你们跟我一起写写。（ＣＡＩ出示算式）

Ｔ：有谁能完整地读读这个算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５）回顾与反思。同学们，通过估算，我们很快解决了问题，结果对不对？怎么验算？（示意学生同

桌互相说说，同时，板书。２４０元＜２５０元）
答：带２５０元买门票就够了。
小结。你们真是一群善于动脑的好孩子，看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把２９看成３０这个来进行

估算不仅好算，而且估算的结果离２５０元很接近，很快就判断出了结果。
６）思考。请大家再想一想：ＣＡＩ出示：如果９２人参观，带７００元够吗？（口答进行估算）Ｔ：能说说

你是怎么算的吗？（ＣＡＩ展示：９２×８≈７２０７２０元＞７００元）
Ｓ：不够。
小结。很好，通过估算，大家很快判断出了结果。

Ｔ：能说说你为什么把９２看成９０来估吗？（ＣＡＩ继续出示：８００元够吗？）
Ｔ：谁能估一估？（出现两种情况，有人估成９０，有人估成１００，用ＣＡＩ展示学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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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探究解疑。Ｔ：解决这个问题时，你会选择哪种估法？
小结。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有时要把乘数看成大点的整数，也就是往大估，有时候要把乘数看成小

点的整数，也就是往小估。什么时候选择大估，什么时候选择小估，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１．４．３　巩固拓展，应用估算策略
Ｔ：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选择合适估法解决数学问题呢？马上来考考大家！
１）我会估；２）我会选；３）我会想；４）我会算。
“我会想”这个环节分两个大组来解决，１２３小组解决第一个问题，４５６小组解决第二个问题，请你

们在本子上列式，然后派代表汇报。

Ｔ：仔细观察这两题，它们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同桌互相讨论，然后列出算式）
Ｔ：同学们真了不起，通过探究、交流讨论找到了解决估算问题的不同方法，太棒了！

１．４．４　总结提高，深化估算方法
Ｔ：同学们，我们学习了乘法估算，能说说你这节课有什么收获吗？……

２　教学反思
２．１　教学环节

本课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的估算方法，体会估算的价值，掌握用估算解决问题的

基本策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学达到了预设目标。

２．１．１　创设情境，了解估算
估算教学是小学数学计算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对培养小学生数感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举足轻

重［１］。上课伊始，我结合教材例题７的教学创设了参观航天航空展览的情境，学生兴趣浓厚，瞬间产生
了求知的欲望。然后引导学生列出算式后思考：选择用什么方法计算２９×８的积？学生出现了两种计
算方法，一种是精算，一种是估算。我又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选择那种算法能很快解决数学问题？

学生马上发现用估算的方法不仅好算而且能很快判断出结果，从而产生了学习估算的必要性。此处的

连续连个提问和小组讨论的设计让学生逐步体会到了学习估算的价值，并为下面估算策略的学习打下

了基础。

２．１．２　问题层层深入，体会估算的价值
估算方法例题教学完毕后，学生体会到了估算的价值。我抓住机会继续让学生思考：９２人参观，带

７００元够吗？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把９２估成９０，很快解决了问题。我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提问：为
什么把９２估成９０？学生发现，把９２估成９０不仅好算，而且估算出来的结果很接近准确数，更重要的是
把９２估小了７００元都不够，估大了肯定更不够。从而让学生体会到了小估的方法。紧接着又抛出问
题：８００元够吗？学生很快就知道应该把９２估成１００来进行估算。此处，我如果急急地总结孩子们的
方法好，那么学生就并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策略进行估算。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圈套：还

有不同想法吗？果然有学生上当：“我把９２估成９０，得到的结果也比８００元小，不也能判断出８００元够
了吗？”我非常高兴，马上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引导他们讨论：该选择哪种估法？孩子们通过交流、讨

论、思考、辨析最终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用大估的方法。进而感知：解决问题时，有时要用大估的

方法，有时要用小估的方法。

２．１．３　练习设计层次性强，深化了估算策略
练习的设计我设计了四个层次，一层比一层有难度。学生从抢答到快速回答到慢慢回答到讨论后

回答也体现了学生思维的难度在不断提升。但是每解决一个问题学生估算的方法就越明确，思维辨析

的能力也不断增强，深化了估算策略应用。“估算是为了做出某个结论或者推断而选择的一种无需准

确的计算。”［２］

２．２　教学设计策略
“乘法的估算”就是在不需要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简便的、粗略的计算。要让学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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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学思想，具有估算的意识和能力，教学时应把课堂还给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要培养学生积极发言

的好习惯，更应该培养学生争辩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当别人不认同时应该让我

们的孩子学会为自己的观点争辩，哪怕是错误的观点，这样我们的孩子在学习新知，经历知识的形成过

程中才能体验更深，记忆更牢固，更容易理解所学知识。

２．２．１　结合生活实际，学习和运用估算策略
相当一部分学生在生活可能运用了估算，但没有养成明确的意识与习惯，这一点在估算教学中体现

非常明显。学生做题时往往是先算一个准确数再写出近似数，其原因是教师给学生布置的练习没有结

合实际生活，学生面对这样的信息，经验上没有产生共鸣，没有引发估算的需求。本课的主要素材都来

自于学生已经感受或能够想象到的生活实际。例如：老师带同学们航天航空展览，带的钱够不够？电风

扇一台２９７元，买３台１０００元够了吗？等等。与学生平时生活息息相关的素材能使学生感觉到估算成
为一种需求，而不是空洞抽象的数学知识，让学生感受到生活对数学的需要，学好数学可能有的“好

处”，这样就增强了数学应用意识，同时也有利于学生主动进行观察、猜测、探索和交流等数学活动。

２．２．２　渗透多种方法，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在提出问题后，让学生自己先尝试解决问题，学生的方法可谓多种多样，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问

“每种方法都有理有据，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到底哪种估算方法更好一些？”这个时候学生就会各抒己

见，在多种算法的基础上，比较出最合适的方法，从而培养了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３］。

２．２．３　通过比较掌握，提高估算策略的迁移水平
估算意识培养是针对生活现象而提出，生活中的情形千差万别，因而结合情境的要求掌握估算策略

是最为基本的要求。要求做到举一反三，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的学习，形成一般的问题解决策略，再将

问题解决策略运用到生活中与估算相关的问题。迁移是对学生思维发展的本质目标，在教学中要注意

因问题而采用不同的分析与比较方式，如问题中“够”与“不够”的比较，选择算法的比较等等，鼓励学生

说出估算的理由、形成估算的思路。

３　结语
在学习乘法估算前，同学们没有意识到估算对实际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有非常重要的存在价值，同学

通常会选择运用偏笨但安心的方法———精算。总的来说，该教学设计有着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教

学的过程中，老师还注意给学生创设一个合适的学习心理环境，让他们的思考和情感得到完全的放松和

充分的尊重，这样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才得以尽情地流露和表述，整节课的设计体现了选择性、开放性、层

次性、多样性，给了学生探究的空间。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课堂上生生、

师生的交流和谐而又自然地融为一体，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得以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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