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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应重视口算，加强估算，提倡算法多样化。”在“课程实施意见”中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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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在人们日常生活及生产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因此, 提高小学生的估算能

力，能使他们尽早的适应生产和生活实际的需要。

教学背景分析

1.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内容是小数加、减法的内容，内容包括例 1、例 2、例 3、练一练和练习六。例 1 是小数位数相同的两

个小数的加、减法。例 2 是整数减小数的减法。例 3 是小数加、减法的估算问题。本节内容是在学生已学了整

数估算和小数估算的基础上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

2.学生情况分析：

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学会了如何去估算、估算的方法有哪些，并且能对事物数量或算式的结果迅速做出大

概的推断或估计。而且学生之前学习过整数的估算和小数的估算，已经初步形成估算意识和初步的估算能力的

基础上进行学习的。

教学目标

1.会选择恰当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

2.能结合生活实际选择恰当的估算方法。

3.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知道数学来源于生活。

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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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选择恰当的估算方法。

难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

教学手段与技术准备：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我们之前学过估算，你知道生活中什么时候会用到估算吗？

解决问题：周末军军去书店买书，他看上了 2 本书，《科学真好玩》每本是二十几元，《水浒传》每本是

十几元。他想把两本书都买来，50 元够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都会用到估算来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生活

中的估算”。

二、合作探究

出示例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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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再买小鱼？

1. 读题找信息

2．找同学说信息，并板书。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主读题，找到有用信息，学会审题。

（一）第一问：够不够买小鱼

1. 那请你帮李阿姨估算一下，她带的钱够不够买再小鱼？

先自己思考，将想法写在纸上，写完的同学和同桌交流一下。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自己思考解答,培养他们分析和解答问题的能力。然后通过小组讨论，学会倾听

同学的方法，并适当交流自己的想法。

【预设】学生可能会出现以下想法

1．小估

30×2+19+15=94（元）

94 元<100 元

所以能买小鱼。

追问：是否可以肯定？哪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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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小估

30×2+20+16=96（元）

96 元<100 元

所以能买小鱼。

追问：是否可以肯定？哪不能肯定？

3．大估

31×2+20+16=98（元）

98 元<100 元

所以能买小鱼。

31×2+20=82（元）

100-82=18（元）

18 元>15.8 元

所以能买小鱼。

追问：为什么要大估？为什么把 30 元看成 31 元，19.4 元看成 20 元？为了保证/肯定/确保什么？

2.黑板展示大估

让学生说说想法

3.展示小估

总结：往大了估都够，那实际肯定就够。

（二）第二问：能不能再买大鱼

买小鱼我们够，那再买大鱼够吗？（贴问题）

你先自己思考，写出你的想法。

【预设】学生可能会出现以下想法

1．大估

31×2+20+26=108（元）

108 元>100 元

所以不够买一条大鱼。

追问：为什么用大估？你是如何想的？

2．大小估

30×2+20+25=105（元）

105 元>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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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够买一条大鱼。

追问：为什么这么估？你是如何想的？

3．小估

30×2+19+25=104（元）

104 元>100 元

所以不能买一条大鱼。

30×2+19=79（元）

100-79=21（元）

21 元<25.2 元

所以不能买大鱼。

追问：为什么要小估？为了保证/肯定/确保什么？

黑板展示小估，投影大估

这有两种方法，哪种方法能一下确定够不够再买大鱼？

（讨论，同学说自己想法）

总结：往小了估都不够，那实际肯定不够 。

（三）回头看一看

回头看一看这两道题，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如果我们都往大估，那最终的结果肯定不超过这个数（98），往大估都够，那实际肯定够。如果我们都往

小估，那最终的结果肯定不少于这个数（104），往小估都不够，那实际肯定不够。

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一道例题的两个不同问题，让学生感受选择估的方法的重要性。要根据不同的题找到恰

当的估算方法。

三、巩固练习

1.选择题

这块地毯的面积（ ）6平方米，（ ）12 平方米。

A.肯定超过 B.最少 C.不超过

2、多点购物正在进行促销活动，满 99 元就能返 20 元券。赵阿姨买了一瓶蜂蜜花了 45.3 元，还买了一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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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片花了 27.9 元，又买了一盒巧克力花了 29.2 元。请帮赵阿姨算一算，她能不能领到优惠券？赵阿姨实际

花多少钱？

总结：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多少钱是需要估算的。我们在付钱的时候需要精确计算。我们找回多

少钱时也需要精确计算。

四、总结与反思

这节课马上结束了，你能谈谈这节课你有什么感受吗？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说，知道总结与反思的重要性。

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1.言语鼓励：教师通过言语激励学生；学生之间的相互激励，相互评价

2.练习反馈：以当堂练习的方式进行巩固和检测。

板书设计

生活中的估算

带了 100 元 已经买的：两袋面，每袋 30.4 元

一块牛肉，用了 19.4 元

还想买的：一条鱼 大一些的每条 25.2 元

小一些的每条 15.8 元

她带的钱够不够再买小鱼？ 她带的钱能不能再买大鱼？

31×2+20+16=98（元） 30×2+19+25=104（元）

98 元<100 元 104 元>100 元

所以能买一条小鱼。 所以不能买一条大鱼。

本教学设计与以往教学设计不同的特点

1．更加关注学生的想法，让学生将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有不同的意见给予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

2．在讨论的过程中，找出本节课的重点词语，并充分运用，让学生找到本节课的关键点。

3．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

不超过

不少于

不少于

不超过

至少

确保

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