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
设计(模板8篇)

环保意识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总结应该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清晰地表达观点和思路。以
下是一些环保项目和计划的介绍，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和行动。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一

（人教版）教科书第46页例三、练习十二第1-3题。

1、使学生掌握乘法估算的方法，会进行两位数的乘法估算。

2、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归纳概括、迁移推理的能力，以及
应用所学知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自主探索、勇于尝试的勇气，
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激发学生热爱数学，学好数学
的情感。

掌握估算的方法，会进行两位数的乘法估算。

正确进行估算，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

电脑课件。

我们学校每个学期都举行流动红旗的`评比活动，那么一个班
怎样才可以夺得流动红旗呢？

（做好事）

指名口头解答。



思想教育：一个人做的好事很少，但很多人都做好事，那么
好事就变多了。

指名口头解答。

思想教育：一个人丢的垃圾很少，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讲卫
生，乱丢垃圾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生活在垃圾堆里了。

指名列式。

比较算式与复习1、2算式的异同。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课题：两位数的乘法估算。

小组讨论两位数的乘法估算算法。

小组汇报。并指名上黑板板演本组的方法。

把各组的方法与精确值相比较，选出最佳的一种，归纳算法：
（板书）第一步：求出两个因数的近似数。

第二步：把两个近似数相乘。

小组讨论。

汇报讨论结果。

老师这里也有一些可以运用估算来解决的问题：

1、一套学生桌椅53元，学校要给四（3）班买68套，大约要
花多少钱？

2、我们学校有29个班，平均每个班有63人，全校大约有多少
人？



3、学校每月节约电费17元，一年大约可以节约电费多少元？

4、小丽每分钟步行51米，1小时大约走多少千米？

分小组完成，每组指定一个代表上黑板解答，本组同学可以
帮助。最后评出最佳的合作小组。

1、这节课学习的是什么内容？

2、怎样进行两位数的乘法估算？

3、关于两位数的乘法估算，你还有那些问题没弄明白？

练习：1、用估算的方法，检验下面各题算得对吗？

47×52=3414 69×51=2992

2、一本书有50页，每页排23行，每行26个字。这本书大约有
多少万字？

3、说出下面哪些内容是估算？

（1）全世界的人口有52亿。

（2）这辆公共汽车上大约有40人。

（3）我们班有68名同学。

（4）在跳绳比赛中，东东跳了98下。

（5）小红3分钟能写85个字。

4、扩展题：一箱苹果32元，买52箱大约需要多少钱？（先估
算，再算出精确值，把两个结果比一比，你发现了什么？）



练习十二1、2、3

两位数的乘法估算

第一步：求出两个因数的近似数。

第二步：把两个近似数相乘。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二

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数学》三年级下
册“乘法估算”。

1、掌握乘法估算的方法，能根据题目的特点估算。

2、培养学生估算意识和估算能力。

掌握估算的方法。

根据具体问题进行估算。

复习引入

师提问：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估算。谁知道什么是估算呢？

生答：就是估计着算，大概的算一下。

生答：就是求咱们刚学的近似数。

生答：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也只要算出近似数，不需要算出
准确数。这样的计算叫估算。

创设情景



师：你能帮老师估算出结果吗？

生：714+987=1701

生：714+987≈1700，把714看成700，把987看成1000。

师：同学们，你们说哪种方法对呢？

生1：第一种对，算得很正确。

生2：第二种对，现在要我们算得是大约多少元。

学生展开讨论

师总结：在加法估算的时候，就是把接近整十整百的数看作
整十整百后，再进行计算。

深入探究

1、引出乘法估算

师出示问题：三年级每班平均捐款202元，4个班大约多少元？

师：请你试着估算出他们的结果。并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

生：把202看成200，然后200×4=800元

生：乘法估算和加法估算一样，把要估算的数看成整十整百
的数，再计算。

小组合作练习

你现在知道了乘法估算的方法，那就来完成下面的练习吧！

师出示练习题，



妈妈要买5袋饼干，每袋1元8角，带多少钱合适？

要求（1）你试着估算；（2）说一说你是怎样估算的？

师：你们的答案都一样吗？

生：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师：谁能说一说，为什么用相同的方法而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呢？

生：因为前三个算式都只有一个数接近整十整百，所以得数
都一样。而后两个式子都有两个数接近整十整百，有的同学
只把其中一个数看成整十整百了，所以容易弄错。

师出示例11

生：列式解答

生1：58≈6060×3=180（元）

生2：50×3=150（元）8×3=24元150+24=174（元）

师：用这些钱买3个足球，每个足球74元，够不够。

学生解答，并汇报结果

生：200元钱不够

三、巩固练习，完成做一做

四、小结

师：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指名回答



生：学会了乘法估算的方法。

生2：要想把乘法估算的结果与准确结果接近，就要根据题目
的具体情况而定。

生3：我们生活中如遇到要估算的情况，我们知道怎么做了。

从现在学生们的情况来看，他们习惯于精确计算，对估算的
意识很淡薄，对估算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与作用，还没有真
实的体验和感受，从而使他们在认识和行为上都“不太习
惯”。具体表现在：估算方法的运用不灵活，要求估算结果
却进行精确计算等，因此如何让学生明白估算的作用与价值，
弄清精算与估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逐步培养学生的`估算意
识，在学习生活中自觉运用估算，是我们进行教学的目的。
但估算意识的培养，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长期
的练习与积累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师经常的给学生创设估算
的情景与机会，作为估算的起始课，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让
学生掌握估算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感受估算的意义
与价值。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三

教材分析：

本课教学用一位数除多位数的估算，是在学生已经学习
了“加减法估算”和“因数是一位数的乘法估算”的基础上
进行学习。教材将估算作为一种数学思想方法，教师要让学
生充分认识估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认识估算
对培养学生数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例2的估算，教材中给
出了两个不同的估算策略，让学生明确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
可以根据需要提供不同的方法，只要合理都可以采用。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体会学习除法估算的必要性，了解除数是一位数除
法估算的一般方法。

2、引导学生根据具体情境合理进行估算，培养学生良好的思
维品质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教学重点：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估算的一般方法。

教学难点：

能根据具体情境合理进行估算。

教学方法：

引导法、自主探索法

教学准备：

口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巩固技能：

1、师出示口算卡片：

180÷3240÷6250÷5420÷6

270÷9140÷7120÷6540÷6

学生开火车直接说得数。看哪一组开得又对又快。

2、同桌一人说算式一人回答，答对的就坐下。



二、引入情境，激发兴趣：

1、出示教学挂图，呈现农贸市场的情境图

师：上一节课我们共同为赵伯伯、李阿姨和王叔叔解决了难
题，这节课我们继续为李叔叔他们三人解决困难，好吗？他
们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呈现李叔叔三人的情境图：

师：你们看，李叔叔他们三人想怎么把蔬菜运走呀？

（用三辆车一次把这124箱蔬菜全部运完。）

课件演示：小精灵聪聪出现了：你们能提出什么问题吗？

同桌交流、讨论。

请学生提出问题，老师板书：

李叔叔他们三人平均每人大约运多少箱？

师：这道题该怎么解决呢？（让学生讨论）

三、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师引导：你能大概猜一下他们每一个人运了多少箱吗？可以
用什么方法快速地解决它呢？

生讨论后反馈结果。

请一学生叙述估算的过程。

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把124看成120，120÷3=40（箱）

（2）把124拆成120和4，再分别和3除，每人平均分了40箱，
还剩4箱，又分了一次，最后还剩下一箱，每个人大约运了41
箱。

师板书：124÷3≈40（箱）

或者124=120+4120÷3=404÷3=1……1

124÷3≈41（箱）

四、总结方法：

引导学生归纳除数是一位数除法估算的一般方法：把被除数
看成整百（整十）或几百几十（几千几百）的数，除数不变，
用口算除法的基本方法进行计算。

在生活中你还认为哪些地方用得到估算呢？

估算经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
当我们遇到数字较大的题目，比如分东西，而你又不能准确
地算出该平均分多少物品给每个人时，我们就可以用估算来
计算。

五、巩固练习：

1、“做一做”第1题

学生说说题意，并说一说为什么260可以看作240或者280。之
后解答这道题目。（设计意图：新课标强调的是估算意识，
不强求方法的唯一性，教学中采取有效策略，帮助学生理解
不同的算法，从中掌握一种自己喜欢的、适合的算法。）

2、“做一做”第2题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本道题，之后进行全班讲评。

3、练习三第八题

鼓励学生尽可能多的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并解答。

六、课堂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选择出合适
的估算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学到的数学知识更好的用到
生活中了，老师真为你们高兴呀！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估算的方法，认识估算的`必要性。

2、使学生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算，并能解释估算过程。

3、培养学生估算能力，运用估算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
及口头表达能力。

4、感受算法的多样化，培养学生求异思维能力。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提出学习目标

1、创设情境：（！）出示口答：下面的这些数是最接近哪个
整十数。

49最接近82最接近（）68最接近（）

11最接近（）73最接近（）26最接近（）



2、出示课本插图：引导学生找出条件和问题并提出学习目标：

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加减法估算，你们想知道哪些问题？

生答师整理：（1）什么是估算？（2）学习怎样进行估算？

二、互动交流，展示学习成果

1、小组学习交流：

自主解答例题4，可能出现以下答案：

2、全班展示成果，提出质疑：

（1）还可以怎样算呢？

（2）全班同学共同总结估算的方法。

三、检测成效，拓展延伸

1、运用估算的方法各小组完成“做一做”及练习六第1~3题

2、小组内再展示交流。

四、学习反思，总结提高

1、全班展示错例。

2、分析总结错因，巩固提高。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过程：

一、新授



1、教学例5

（2）学生讨论估算方法

（3）汇报：

生：4950104100

50100=5000，应该准备5000元。生：4950104110

50110=5500，应该准备5500元。

（4）比较

师：谁的`估算好一些？为什么？

生：第二种估算方法好一些。

要求带多少钱，在估算时要把近似数取大些，才不会造成钱
不够的现象，所以这道题用第二种估算好一些。

2、p60的做一做

独立完成，订正时说估算方法。

二、巩固练习

1、p61、1

学生的估计方法可能不一样，只要是正确的都给予肯定，不
作统一要求。

2、p61、2-4

独立完成，订正时说说估算方法。



3、p62、5

先在小组内交流估计方法，后在全班交流

4、p62、7，p63、9、10

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5、p63、12

答案：20316，20326，20336，20346

三、布置作业

p62、6，p63、8、11

板书设计：乘法估算

4950104100

491045000

教学反思：学生基本能把数字估计成整十整百或者整千的数，
但是在生活中还是不能灵活运用。在什么情况下该估算成整
百，整千，什么情况下估算成整十不是很明白。还要加强练
习。

教学目的：

让学生学会乘法估算方法，并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估算方法。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六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估算在日常生活与数学学习中有着十



分广泛的作用，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发展学生的估算意识，
提高学生的估算能力，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数感，具有重要的
价值”。本单元是学生掌握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口算、
笔算以及加减法估算、一位数乘法估算的基础上学习的三位
数乘两位数的乘法估算，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估算是日常生活
中常用的计算方法。估算的方法虽不确定，但应根据要解决
的具体问题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使估算的结果符合问题实
际又接近准确值，使估算的过程尽可能简便。

【教学内容】四年级上册第60页的例5及相关内容。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使学生掌握乘法的估算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
能应用合适的方法进行估算，养成估算的习惯。

2.培养学生灵活运用估算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
积极、主动的估算意识。

过程与方法：

结合具体事例，使学生懂得应根据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选择适
当的估算方法，使估算结果符合问题实际。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点、难点、关键】

重点：理解、掌握估算的基本方法。

难点：能使估算结果合乎实际情况。



关键：根据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选择适当的估算方法。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生成问题

师：学校组织秋游活动，我们四年级同学去郯子公园，去那
里的费用是每人49元，包括客票和公园门票，四年级全年级
共有104人，老师大约应该准备多少钱呢?出示图片：

二、探究交流，解决问题

1、师：你们能帮老师估算一下大约应该准备多少钱吗?

1)独立估算，并写出估算过程

2)小组内学生交流各自的估算方法和结果。并说明理由。

3)全班交流。反馈学生估算结果。

4)鼓励学生说出多种想法。对估算结果进行评价。

师：你认为谁估计得更接近准确的钱数呢?为什么?在估算的
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小结：接近准确值(符合实际);计算方便(将两个因数看成整

十、整百或几百几十的数)。

三、巩固应用，内化提高

1.你是怎样估算的?

《新编小学生字典》有592页，大约是(



)页。

小明每分钟打字108个，大约是(

)个。

李平大叔今年收橘子1328千克，大约是(

)千克。

a1800米b1200米c1500米

3沙坪小学有学生612人，全乡有这样的小学19所，全乡约有
多少名小学生?

燕鸥从北极飞到南极行程是17000千米，如果他每天飞780千
米，20天能飞到吗?

4、第62页的

5、

6、7

四、回顾整理，反思提升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七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二年级上册p31
例4

二、教具、学具准备



生活用品图片、游乐园图片

三、教学目标与教学设想

估算是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对学生的思维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数学课程标准》
明确指出：在“数与代数”部分，要强化估算的作用。并提
出了明确目标：第一学段要让学生“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
算，并解释估算的过程。”在一年级教材中，已经对学生进
行了估计和估算的渗透，在本册教材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估算
的内容。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学生有相关的生活经验。
结合教材的特点和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特将本节课的教
学目标定位如下：

1、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初步学会加、减法的估算方法。

2、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合作、交流等方式体验到“两
位数加、减法估算”方法的多样化，培养学生初步的数学交
流能力和合作意识。

3、让学生用学到的估算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感受数学
源于生活，在交流评价中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体验到成功的
喜悦。

整堂课从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以“感受生活化的数
学”为教学理念，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出发，
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在设计本节课的教学过程时力
求体现以下的特点：

（1）注重知识迁移，从“估数”到“估算”。在一年级的教
学中，我们已经对学生进了估计和估算的渗透，本课一开始
就由猜价游戏（估数）这一情境引入新课，找到学生“最近
发展区”，激活学生的学习内驱力，为轻松学习“估算”作
铺垫。



（2）体现估算方法多样化。估算中的算法多样化是问题解决
策略多样化的重要体现。课中，我们应注重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鼓励他们大胆地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想法。学生只有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才能发现不同
的问题，得到不同的解决方法。

（3）情境贯穿课堂始终。小学低年级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短，
容易分散。因此，我为学生安排了4个喜闻乐见的小花絮（教
学片段），用“当亮亮的理财小顾问”这一系列情境贯穿起
来。让学生不知不觉中进入新知的学习中来，在生动具体的
情景中认识和理解数学知识。

教学流程

设计意图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星期六早上，妈妈带亮亮去购物。他们在联华超市挑选了一
些生活用品。亮亮想和小朋友一起做个猜价格的游戏：

出示图片：1盒1盒1个

月饼茶杯闹钟

28元43元24元

师：猜一猜上面每样物品大约多少钱？（估数游戏）（依次
出示三样物品，每出示一种，师生之间展开“区间套”的猜
数游戏）

二、观察实践，探究新知

1、估算去超市购物的钱数



（四人一组合作交流后反馈学生估算的结果）

师：100元钱够吗？哪组小朋友愿意把你们的估算方法告诉大
家？（分别请几组方法不同的学生来说一说）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自己的估算方法和结果，鼓励不
同的方法，如：

生1：我是这样想的，三样加起来是95元，比100元小，所
以100元够了。（先加后估）

生2：我把月饼的.价格先看作是30元，茶杯的价格先当作
是40元，闹钟的价格先当作是20元，这三样加起来大约是90
元，所以100元买这三样用品够了。（先估后加）

生3：用100元先买月饼后大约剩70元，买茶杯后大约还剩30
元，还能买闹钟。（先估后减）

生……

师：小朋友有各自的估算方法，这样估算合理吗？我们一起
来看看营业员的收款单吧！

（出示收款单：95元）

（其实生1用先加后估的方法，已经算出精确数了，出示收款
单只是进一步检验估算结果的合理性。）

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教学设计篇八

学生已经对本节课的笔算乘法的方法掌握住了，而且多请几
个学生说了方法之后，我就可以不要一味地反复强调这一算
理问题，应精简教学语言，提出新的问题激起学生的求知欲。



可增加比赛形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计算教学的算理、算法很重要，但是学习起来略显枯燥无味，
所以在教学上可以开动脑筋多设计一些激发学生挑战的形式，
比如：可以开展口算比赛，比哪个小组算得多且算得准等，
这样补充设计后，教学内容就会充实些，学生的学习兴趣就
会浓厚些，课堂的教学效果就会活跃些。

教无定法，学无止境，让孩子们能每天都在快乐中学习数学，
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目标，我会不断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