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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增强学生的
估算意识 ，让其掌握一些简单的估算
方法 ，对帮助学生学会运用数学的思
维方式去观察 、分析现实社会 ，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从而培养他们的
数感及数学应用意识都有积极的意
义。 如何在小学数学中培养学生的估
算能力 ？ 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
谈一些个人的认识。

一、体会估算用途，培养估算意识
估算在日常生活与数学学习中

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教师在平时的
教学中，要充分挖掘估算题材，结合
教学内容和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常估算、多
交流， 让学生体会到估算的必要性、 优越
性，感受到估算的魅力，增强估算意识。 例
如： 结合学生春游活动设计“春游活动计
划”，其中会涉及许多数学问题：每张门票
多少钱？ 有多少人要去？ 租什么样的车去？
车费多少钱？怎样租车最合算？购买哪些物
品？每个学生大约要花费多少钱？全班至少
要带多少钱，等等。 面对上述问题时，如果
暂时无法得出准确结果， 估算不失为一剂

“良方”。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去解决这类问
题，培养其估算能力呢？ 首先，教师要有估
算的意识；其次，教师要有意识地结合相关
教学内容， 有步骤地将估算与解决生活中
的有关问题联系起来，逐步渗透，让学生不
断加深认识。

二、结合教学过程，渗透估算方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渗透估
算思想，将估算思想贯穿教学始终，用估算
法对数学规律进行猜想，探寻解题思路，检
验解题结果，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估
算的意识。 另一方面，让学生尽可能地运用
估算解决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联或精确
计算较难取得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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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小红
用电脑打字，每分钟能输入 85 个字，9 分钟
能输完 700 个字吗？ 按照估算的方法，应该
把 85 看成 90，但结合生活实际这样做就不
正确了，应该把 85 向下估看成 80，用 80×
9=720，720>700，才能说明一定能输完。 如
果将 85 估看成 90，就有可能是因为向上估
了才输完的。 代入验算， 证实估算是正确
的，且比常规解题方法来得简便，这样学生

的估算兴趣也得到了培养。
三、掌握解题策略，加强估算能力
在教学中， 教师要教给学生利用估算

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策略。 首先，让学生掌
握预测策略。 就是对问题结果的取值范围
进行合理的估计， 计算结果如超出这一估
计的取值范围，说明答案是错误的。 当学生
在遇到问题时， 能主动对信息作出整体把
握，并迅速运用直觉思维作出判断，以指导
解决问题的方向， 从而达到计算结果的准
确性。 如， 某敬老院里有 11 位平均年龄
80.5 岁的老奶奶和 12 位平均年龄 73.6 岁
的老爷爷，问这些老人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做这道题之前我们根据题意估计， 老人的
平均年龄应在 73.6 到 80.5 岁之间。 如果列
成（80.5+73.6）÷（11+12）=6.7（岁），老人的
平均年龄是 6.7 岁，这个答案显然不符合实
际。 其次，让学生掌握调整策略。 在估算中
由于运用不同的方法， 其估算结果的准确
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恰当运用调整策略，能
保证估算结果会更接近准确值。 例如，学生
先估算一个问题的结果， 然后将其估计值
与它实际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 使学生能
够觉察到错误并加以更正。 最后，让学生掌
握优化策略。 估算方法的多样化是估算的

又一大特征，在学生估算过程中，由于所选
的角度不一样，往往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法。
教师应让学生在交流过程中， 体验解决问
题策略的多样化。 在互相评价和自我评价
的过程中，训练优化策略的思想方法，来培
养学生解题思路的广阔性。

四、加强督促引导，养成估算习惯
学生估算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

期训练积累的过程， 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
和生活中，多挖掘隐含的估算题材，为学生
搭建估算的平台，进行长时间、有计划、有
步骤的渗透训练。 比如针对低年级的孩子，
可以经常性地让他们估计一下物体的大
小、多少、长短、轻重等；中年级学生则可以
让他们经常性地估计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以
及物体的量差范围； 教师还可为高年级学
生提供一些现实情境， 让他们通过分析情
境中的数学信息，合理利用估算解决问题。
总之， 教师要跳出单纯为学而教的思维误
区， 把估算教学的行为渗透到学生学习的
每个环节和角落中去，使学生在教师的“有
意”教学中“无意”养成估算习惯。

学生估算能力的形成需要长期潜移
默化地渗透以及教师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地努力。 教师经常给学生提供估算的机会
和创设估算情境， 可培养学生养成估算的
习惯，强化他们的估算能力，使其估算结果
越来越准确，估算方法越来越高明，从而使
学生的数学技能和数学素养得到更好的发
展。

摘要：初中是承接小学与高中的关
键阶段，此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
储备，同时也存在深入思考能力不足的
问题， 这个时期正是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关键时期。 随着教育改革的
不断深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也成为教学
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点。 因此，本文就
对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自学能力培
养以及方法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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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其传授的不仅限于纸面的文化
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精神的
影响以及隐形能力的培养， 如对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教育的目的也
不止乎于教授技能，而在于培养习惯，
培育人才。 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从
现行初中语文教育来看， 诸多问题愈
发明显，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学生的主
体意识薄弱， 课堂成了老师的“一言
堂”。那么，如何培养学生会学习、爱学
习，且能够主动学习，笔者结合了多年
实践经验进行了一番浅析。

一、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学能力
众所周知， 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

老师。鲁迅先生曾说：没有兴趣的学习，
无异于一种苦役； 没有兴趣的地方，就
没有智慧和灵感。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有了兴趣，学习就
会变得轻松，学习就不再是任务，而是
一种学习过程的享受，所带来的不仅仅
是效率的提高，还有学生学习能力的提
升。可是，兴趣并非是天生的，它需要老
师进行适当的引导与培养，进而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变被动为主动，进
而创造性地学习。

二、如何激发兴趣，培养自学能力
1．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信任和赞赏
教学是一场教师和学生的双人舞，

不是教师一人的独角戏，良好的师生关
系能让这场双人舞变得更加天衣无缝。
老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信任，需

要深入到学生团体中，充分了解每一位
学生，要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去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让他们有一
种主体意识，成为学习的主人。 要善于
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掘学生的闪光点，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在对待学习效果不同程度
的学生时要一视同仁，针对不同特点的
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循循善诱，
因材施教。 多一些鼓励与赞赏，多一些
耐心和付出，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使整
个班级焕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势。

2.引入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兴趣
在上课过程中， 我们知道学生很

难在一堂课中始终保持高度的集中，
容易出现思维散漫的情况。 这就需要
我们设置一些问题情境，吸引学生的
兴趣。 比如，教授课文《丑小鸭》的过
程中， 我会问一下学生如何对待身边
的弱势群体？ 如果自己本身在成长过
程中就属于“丑小鸭”，又该如何对待
自己？ 通过这种设置情境方法聚拢学
生们的注意力， 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想
象力激发对课外知识的学习动力，从
而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了解相关知识，
既丰富了知识储备，也培养了自主学习
能力。

3．举办趣味活动，课堂内外相结合

初中学生语文学习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老师的教学内容及方式
是否具有趣味性，因此，老师应该
根据上课内容举办一些有意思的
活动，这样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文

章的理解， 还能够极大地
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学能
力。 比如《看云识天气》的
教学过程中， 课堂末尾可
以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
分别观察未来一周的云彩
和天气情况， 班级范围内
进行准确性的评比。 此举
不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同时还让他们能够
学以致用， 并且能够培养
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培养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

4．鼓励学生质疑，培养思考能力
古语云：学贵有疑。 疑则思，思则

进，小疑小进，大疑大进。创造性思维是
从问题开始的，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的能力，首先要鼓励他们敢于和
善于质疑问难。 语文学习中，学生不仅
应该读，更应该思，应该悟，这是一个主
动的过程。 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大胆
质疑，质疑书本中的人物，质疑情节，甚
至质疑老师的观点。 亦师亦友，才能为
学生创造一个轻松公平的环境；敢于质
疑，才算学生学习过程中真正的掌握主
动。老师可以在上课前准备一些相关的
问题， 但也不必一开始就急于抛出，否
则学生的主动性还是被剥夺了。课堂是
属于学生的，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大胆质
疑，这不仅是学生创造性思考的一个过
程，更是通过质疑交流获得知识，收获
兴趣的一个过程，也是学生提高自学能
力的一个过程。

笔者认为， 初中语文的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一环。而兴趣又是激发学生自学的内在
动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培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教师应该共同努
力的方向。

众所周知，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是取
得好成绩、走向成功的基石和基础。 通常来
说学习习惯和方法在我们开始接受教育时
就已经建立了，而有些习惯和方法是在后来
的学习中通过老师家长的辅导，有意识地培
养出来的。 高中阶段的学习更加注重自我的
思考和反思，正确的学习思维习惯能让学习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对于高中生学习
方法和习惯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
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塑造高中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方法。

一、学会建立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内在灵魂，只有把兴趣建

立在学习上，才能体验到“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乐趣。 经常发现有的学
生学习成绩不好，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
聪明，实则是不会在学习中掌握主动权。 被
动地学习容易将学习当做是一种负担和压
力，学习起来时常倍感吃力，其实大多数原
因就在于我们对这一学科不感兴趣，或者简
单来说不喜欢这个科目老师的教学方法。 所
以我们应该学会抛下这些客观的因素，尝试
去发现自己在学科中能够发现和探索的知识，进行深入
的学习。

二、学会改变态度
学习态度这个问题是很多高中老师老生常谈的话

题了，很多学生在初中阶段学习成绩还行，一旦到了高
中就下降得厉害，甚至拖全班同学后腿。 其实这样的情
况很常见， 因为这类学生不懂得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
遇到困难，被老师或者家长说几句，就产生自暴自弃的
想法，也不会去主动积极地解决问题。 态度是实力的前
提，有良好的态度才能掌握过硬的本领。

三、学会劳逸结合
劳逸结合几乎是高中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了，很多学生鉴于在高中阶段学习任务繁重，各种各样
的复习资料层出不穷，恨不得 24 小时都泡在知识的海
洋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当学习压力和任务
过重的时候，要懂得让自己的头脑冷静轻松下来，适当
地休息一下，花点时间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样不
仅节省了你解这道题的时间， 也提高了你解决问题的
能力。

四、学会思考总结
高中阶段最常见的就是大大小小的考试，应当以平

常心对待。要明白考试不过是检测你对知识到底掌握了
多少，这样你就能够轻松地面对考试。 仔细想一想这次
考试自己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下次考试应该怎么计划
和复习，这对于自己的学习才会有本质的提高。

高中阶段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 以及自我学习能力
方面的培养都非常重要， 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该阶段应该
得到积极建立。高中阶段需要做到主动学习，积极掌握学
习的思路和方法，而不是被学习牵制，艰难地负重前行。

初中学生语文自学能力培养方法研究
双峰县花门镇第二中学 贺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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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小学生估算能力
衡阳县三湖镇中心小学 唐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