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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积单位”教学 

小议学生量感的培养

郭木生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教师进修学校353000

［摘 要］小学生的量感，需要借助反复体验、不断矫正，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慢慢形成。教学时教师要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以熟悉的生活情境为背景，给予学生时间与空间，促进学生多感官体验、多 

方位聚焦、多层次建构，从而感悟“计量”的本质，培养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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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感是学生对物体的大小、多少、 

长短、轻重等“量”的感性认识以及在头 

脑中形成表象，并且会运用相应计量单 

位对“量”的大小进行计量的态度与意 

识”学生在量与计量的过程中，通过视 

觉、触觉、思维等感官主动、自觉地理解 

和感悟，对事物的某种属性进行量化的 

表达，形成自己的观念，于是就有了“量 

感”” “量感”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大量 

体验和感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依 

赖于感知经验的积累”因此，小学数学 

教学中，教师应基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 

平，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和比较，经 

历计量单位的产生过程,感受计量单位 

在度量活动中的作用,帮助学生在解决 

实际问题时建立相应的计量观念遥

下面以“体积单位”（北师大版五年 

级下册）为例，谈谈小学数学课堂培养 

学生量感的一些做法遥

襛一、在感知中萌发

小学生学习数学主要以熟悉的现 

实生活情境为背景，这样一方面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现实环 

境里，更容易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发学 

生的思考遥 体积单位的认识也一样，由 

于学生感知到了生活中的物体需要描 

述其大小，再依据长度、面积等知识学 

习的经验，自然引发对“体积单位”的需 

求”在实践感知过程中学生也体会到设 

置统一计量单位的现实意义，由此萌发 

了“量感””比如许淑一老师在执教“体 

积单位”时,首先创设了“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消毒液要盛放在一个长方体容器 

里,消毒人员想了解该长方体容器的内 

部空间有多大”的情境，要求学生帮忙， 

这样就引发了学生的思考遥 接着许老师 

让学生用直尺、花生、橡皮、球、方格纸、 

正方体等物体进行“做体积单位”的活 

动”测量同一物体时，所用的标准不同， 

测量的结果也不相同，无法进行比对， 

由此让学生形成认知冲突，体会“只有 

使用统一度量单位才能进行比较”遥 通 

过合作讨论， 学生发现做一个体积单位 

必须具备规则、能填满、统一等条件”最 

后许老师确定选用正方体作为“体积单 

位”的科学合理性遥

本课将探究体积单位产生的过程 

作为研究重点,不是简单告诉学生体积 

单位是什么,有什么,而是帮助学生经 

历排序、交流、对比、再排序的自主学习 

和合作探究过程,逐步概括岀作为体积 

单位应具备的条件遥 让学生感受度量从 

多元到统一，从粗略到精细的过程，逐 

步建立从一维到二维再到三维的空间 

观念遥 让学生体会到在学习数学概念 

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也 

就是让学生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又运用 

到何处,进而理解数学概念的本质内涵”

襛二、在体验中形成

计量单位的概念建构,需要依托学 

生多种感官参与以及有充分的体验感 

知”体验是计量单位概念表象形成的丰 

富源泉”教师要尽可能多地提供材料让 

学生实践操作体验，待学生积累丰富的 

经验后，再鼓励他们依托相应的“测量 

单位”对实际物品进行估测和实测”比 

如王嘉展老师在执教“体积单位”时，为 

了让学生建立1cm3体积实际大小的表 

象,采用了三种体验方法：一是借助 

1cm3正方体,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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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感知1cm3的大小；二是切一切1cm3 

正方体的大小；三是让学生先举例说一 

说生活中哪些物体的体积近似1cm3，再 

根据生成的经验，估一估其他物体（如 

橡皮）的体积。

因为教师提供了充分的可感知的 

材料，丰富了学生对体积单位的感性认 

识,所以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了对测量单 

位的清晰表象。 于是学生在判断物体或 

立体图形的大小时，对其所测量的物体 

的大小就有所感悟，从本质上理解了体 

积单位的意义，有了量的大小感觉。

襛三、在操作中积累

量感的形成离不开学生的感知体 

验,更离不开学生的经验积累。而经验 

积累必须经历实践操作，亲历体验、反 

复比较的过程都要以充分的活动为基 

础。学生理解和感知计量单位后，往往 

还不能全面、正确、灵活地使用计量单 

位进行测量， 特别是在较大的空间里， 

学生获得的经验还不足。这就需要教师 

从小的体积单位开始，不断通过操作、 

比对形成表象,再迁移到较大的体积单 

位。比如马凯老师在执教“体积单位” 

时，当引导学生认识1cm3时,他先让学 

生用眼观察，用手握，再用脑思考1cm3 

正方体体积的大小，以达到较为精确的 

认识，试图从“量”的角度细致刻画大 

小;接着用胡萝卜切一个1cm3的小正方 

体，并找一找生活中体积近似1cm3的物 

体（如拇指尖）,估一估、量一量;最后用 

学到的知识，具体测量一块橡皮的体积”

在认识1cm3的基础上，要求学生用 

教师提供的素材制作一个1dm3的正方 

体，感知边长为1dm的正方体所围成区 

域的大小。这里先用12根1dm长的小 

棒搭成一个立体空间，再用100个1cm3 

的小正方体在这个1dm3的立体空间里 

摆一摆、铺一铺,进行体积块的累加。从 

多个维度描述1dm3的大小，以达到在学 

生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1dm3的印象的 

目的。

襛四、在思考中感悟

学生的学习都是在已有基础上的 

知识迁移,鼓励学生在度量活动中多一 

些思考与感悟，是学生“量感”形成的良 

策。计量单位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充 

分感知、充分体验，还要让学生思维参 

与，只有不断地思考与反思，才能有所 

感悟。 因为学生理解和感知计量单位 

后，往往还不能全面、正确地使用计量 

单位，所以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在操作 

前估计，在操作中不断调整偏差，还要 

让学生在操作后比较、推敲和反思。

例如， 学生在认识了 1cm3 和 1dm3 

的测量单位后，再认识1m3，虽然学生可 

以通过操作来感知1m3正方体的空间大 

小,但由此获得的空间大小概念还是模 

糊的,这就要求学生发挥想象能力和创 

造能力来充分感受。 教学时教师把对计 

量单位1m3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解 

和掌握计量单位,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能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 

时，形成清晰的1m3的表象,有效建构 

1m3或几m3的知识，并在具体物体体积 

估测活动中深化对“1m3”单位的理解。

襛五、在测量中发展

小学阶段的“量感”主要是指学生 

对某个事物（如长度、面积、体积……） 

“量”的大小进行估测，并会用相应的计 

量单位表示岀实际事物“量冶的大小的 

感性认知。在体积的测量中，量感的发 

展包括对体积单位体验性理解， 对体积 

单位操作性认识、感受体积单位之间的 

联系,以及测量规则和不规则物体的体 

积大小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 

学生学会自觉估测物品的体积大小,向 

学生提供实际测量操作的机会。 如一个 

包装盒、一间教室等体积的大小，虽然 

估测得不一定准确，但学生可以在活动 

中积累经验，在测量中有体验、有感受、 

有思考、有感悟。

当然，教学不能只是对学生测量技 

能的单纯训练，而应是让学生带着问题 

去“发现”。只有通过自己发现、归纳与 

整理而得到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及规 

律、道理，学生才会理解透彻，刻骨铭 

心，以至伴随一生。在组织测量时，让学 

生经历“学测量一会测量一说测量”的 

过程， 既加深他们对测量意义的理解， 

又能让他们体会选用适当的计量单位 

进行测量的重要性,提高转换计量单位 

的能力，由此逐步发展他们的量感。

总之,量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是学生反复体验、不断矫正的结果。 

培养学生量感,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教 

学时教师可以借助生活中学生熟悉的 

事物，给予他们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多 

方位聚焦、多层次建构、多感官体验、多 

思考感悟。唯有如此，学生的量感才能 

真正得以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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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笔者通过引导学生结合生 

活和已有知识举岀正比例和反比例的 

例子,使学生跳岀了教学设计的具体实 

例，拓展了概念的外延，使学生对概念 

的认知更加“丰满”。同时，学生对正比 

例和反比例的不同点进行了深刻的辨 

析,深化了对正比例和反比例概念的认 

识。通过对实例的对比和辨析,学生掌 

握了正、反比例的判断方法，对概念的 

认知更加稳固。

总之，“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对 

比教学，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地把 

握概念的本质。这样的教学，既可节省 

课堂时间,也可提高教学效率，因此笔 

者认为这是对比教学法在数学课堂中 

应用的一次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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