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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天宁区教科研工作计划为指导，本学期《小学生量感培养的行动研究》课

题将以博爱小学数学教研组为倚靠，群策群力，通过教科研常规落实、专业阅读

和公开展示等活动，全面提升课题组内数学教师教科研水平，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小学生量感的培养。

二、研究目标

1.构建计量知识结构化体系，探索小学生量感培养的有效教学策略。

2.完善教师量感培养的基本理念，形成量感培养的教学能力。

3.培养学生的符号意识和数感，提升数学抽象和直观想象的数学核心素养。

三、研究内容

1.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文献研究

本课题将针对量感的内涵、量感培养的内容、量感培养的有效策略、量感的

评价等方面进行文献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研究内容，形成有效策略，

以期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2.开展基于小学生量感培养的现状调查研究

本课题将开展两方面的调查：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量感的

现状；另一方面，通过课堂观察的形式了解教师在量感教学中存在的差异，为教

学组织策略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也明确存在的问题，理清教师端的现状。

3.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内容体系的研究

本课题将梳理量感教学的内容，将教材中的内容以及其他与量感高度相关的

知识进行统整，构建适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量感培养内容体系。小学生对于数

量多少的感知、距离远近的感知是先天的本能，在量感教学中，本课题将深入探

究计量知识的本质，让学生通过体验式学习，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形成几何直观。

本课题将量感的培养从传统计量（几何概念，长度、面积、体积）衍生到拓展计

量（计量概念，容积、质量、时间），继而衍生到现代计量（量化概念，信息、

图像、网络）。

4.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量感是一种感性认识，而感性认识是感觉器官对事物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

联系的认识。量感的建立与学生的个体经验有关。概念的获得依赖于适当的经验，



对认知发展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学生来说，经验显得更为重要。本课题将通过

课例研究，探究小学生量感形成的规律，探索小学生量感培养的有效策略。

5.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评价研究

量感的培养是一个较长期的、反复体验、不断矫正的过程。本课题旨在通过

档案袋的形式评价追踪学生的量感发展曲线，以检验量感培养对学生核心素养养

成的影响。

四、具体措施

1.加强学习，丰富理论素养

本学期课题组成员要进一步增强学习意识，不断提升学习力。积极倡导专业

化阅读，尤其要认真阅读当前国内外在课例研究方面的前沿理论及研究成果，并

能积极内化与吸纳，积极撰写学习心得，改进日常教学。

2.强化实践，提高研究能力

本学期将以课题《小学生量感培养的行动研究》开展相关的课题研讨活动，

教科研结合，不断提高组内成员的研究水平。

（1）开展基于小学生量感培养的现状调查研究，制定调查问卷，分析学生

量感现状。

（2）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内容体系的研究。前人对于量感已经进行了一

定的研究，课题组成员通过搜集前人研究的优秀课例，不仅要梳理现有教材中的

量感相关内容，还要思考哪些内容可以作为书本的拓展内容，形成量感研究内容

框架体系。

（3）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课堂研究。从图形与几何内容着手，以大单元

教学为辅助，探究小学生量感形成的规律，形成量感教学的一般步骤与授课模式。

（4）开展小学生量感培养的学生活动研究。以综合实践活动为抓手，在活

动中帮助学生积累量感。

3.善于总结，提炼经验成果

课题研究不仅要提高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还要提高研究者的反思

能力。本学期，课题组将依据研究目标，围绕研究内容，以课堂观察为切入口，

积极开展教学反思与案例分析，促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分析总结，从而有

力指导课堂教学实践，又努力走近课题研究本质。每学期每位老师完成 1篇课题

相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