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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量单位”教学为例

小学数学量感培养策略探析小学数学量感培养策略探析

◎杨小彬

量感是小学生必须具备的数学学科素养之一。数感

和量感有什么区别呢？史宁中教授指出：数是对

数量的抽象，数量是度量的结果，数学的本质在于度

量。简单来说数感是可以去掉后缀名词，然后抽象出

数。例如，一匹马、两头牛、三件衣服，去掉后缀名

词，可以抽象出 1、2、3，这就形成了数感。而量感

是不可以去掉计量单位，例如，2厘米、3千克、5.6
公顷等，这样的计量单位是不可以去掉的，如果去掉

了计量单位，就让人不明白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量

感。量感虽然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由于小学生

年龄小，生活经验不足，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感知非

常有限，教师在教学中也容易忽视量感的培养，形成

量感教学盲区。因此，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对学生量感

的培养，提高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下面结合教学实践

谈谈量感培养的一些策略。

一、利用视觉、触觉，建立量的初步认识

研究表明，量感的初步建立要经过视觉与触觉直

观感知，再从直观感知到具体事物的抽象认识，再到

深层次的逻辑思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学中

教师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为学生创造各种条件，让学

生亲身体验，感触、感知量的存在。促进学生对量的

建构由外部的感知深化为内部的抽象认识，从而掌握

量的本质特征。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三年级

下册“面积”时，为了让学生的

视觉感知到物体的面有大有小，

初步建立“面积”的概念。教师

通过创设情境：喜羊羊与灰太狼要玩抢占羊村地盘游

戏，你如果是喜羊羊，会选择几号地块（如图 1）？为

什么？顺着学生的回答，教师提出：“‘面积’这个词

你理解吗？举例说一说。”教师引导学生归纳什么叫面

积。接着教师让学生摸一摸、比一比哪个面积大，如

自己手掌的面积和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哪个大？封面

上能放几个小手掌？而后教师告知学生他们一个手掌

大约 70平方厘米，数学书封面大约 420平方厘米，相

当于 6个小手掌。通过视觉比较两个地块，感知面积

有大小。再让学生摸一摸、比一比，通过手掌与实物

的触碰，感知面积的大小。教师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参与，学生亲身经历视觉和触觉对各种物体的面积大

小的感知，初步建立对量的认识。

二、丰富实践操作，体验、感悟量间关系

1. 动手操作，形成量感。

教师不要一味的“授之以鱼”，要让学生动手操

作，自己发现计量单位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当学生

获取知识受阻时，提供操作材料。让学生自己去探究

发现，在这过程中建立计量单位的具体表象，使学生

在操作中体验、感悟，形成量感。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五年级下册“容积和容积单

位”时，教师出示

1瓶绿茶和4个不同

形状的量筒和量杯

（如图 2）。已知这

瓶绿茶体积是 1升。

让学生猜猜 1升里

面有几个 1 毫升？

请学生动手操作验证，要求把这瓶绿茶倒入以上不同

形状的量筒和量杯中，每个量筒和量杯分别倒 250毫
升。学生操作后发现 1升绿茶可以倒 4个的 250毫升，

所以1升=1000毫升。而后再让学生把4个250毫升的

绿茶一起倒在 1立方分米的正方体玻璃容器中，看看

能否倒满。学生操作后发现刚好倒满，推断出 1立方

分米=1000毫升。本课通过操作将抽象的容积单位与

体积单位转化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并能够具体

感知的“量”。学生在动手中思考，总结计量单位之间

的关系，体验量间关系，从而培养学生的量感。

2. 比较估测，建立量感。

深度学习实践表明，量感的建立过程，必须将两

个实物不断地进行比较估测，对结果加以分析、判断、

调整，建立初步表象并最终形成量感。所谓的计量其

实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把一个未知的量与已知规定

的标准量进行比较。教学中计量单位表象的形成，经

常需要通过估测物体的大小、轻重、长短等，对问题

做出更合理判断。在物体进行估测时，让学生选择一

个标准量与之进行比较，并通过对估测结果与实际测

量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调整修正估测结果，找到估

测不准的原因，积累估测经验，培养学生量感。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二年级下册“估算解决问题”

时，教师出示例题“请你估一估20个苹果大约重多少

图1

图2

学科专辑/“多策略培养量感”研究专辑Focus on Subjects

漫画作文中要想让学生的习作能准确揭示漫画中蕴含的社会规则或人生哲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到“三

变”：变“假观察”为“真观察”，变“浅思考”为“深思考”，变“重想象”为“重联想”，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

品质，促进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升。

——福建省古田县第一小学 陈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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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体验和估测的量感培养路径基于深度体验和估测的量感培养路径

◎王国韬

随着教学的深入，广大数学教师发现数感主要是对

“数”的感觉，然而学科中还有一种是对物体的

“量”的感受，即量感。它的提出也得到越来越多教育

工作者的研究与认同。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

践，谈谈量感的内涵和培养路径，供同行商榷。

一、量感的内涵

笔者通过翻阅文献，发现对量感的内涵有两种解

释。第一种，把量感归并在数感之内，即量感是数感

的分支。第二种，认为量感和数感各自独立。数感是

对数的关系、数的运算等方面的感悟，量感则是透过

感官在大脑中对物体度量的感悟和直觉。可测物体的

“量”都需要用“数”表示，只是单位有所不同，量感

可以表现为“数+单位”的数学表达。笔者比较赞同后

一种观点。

二、量感培养的教学路径

（一）深度体验，多维度丰富量感

小学阶段的“量与计量”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

部分学生在量与计量的运用中准确率不高，究其原因

就是“量感”尚未建立。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引

导学生通过多维度、多重感官的深度体验，经历“量”

的形成过程，建构清晰的“量”的表象。

1. 在情境中体验，让量感可长。

量与计量和其他数学知识的教学不同，它不是借

助逻辑推理、思辨去解决问题，而要依靠学生的具身

体验去掌握。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从实际出发，

将量与计量的教学与学生常见的生活素材、事物联系

起来，创设有利于学生体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

学习内驱力，在多感官参与的活动中让量感生长。

如“1千米有多长”的内容，有位教师课前让学生

围绕操场走 1千米，感受大约几圈、多少步，然后让

学生在课堂交流对 1千米有多长的体验。在交流中，

教师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学生对 1千米的概念仅停

留在是几圈，但操场上的1千米是弯的，直直的1千米

会到哪里，他们毫无感知；第二，学生的步伐长度不

千克？”因为生活中的苹果有大有小，教师引导学生思

考：1千克重的苹果可能有几个？学生回答可能是 2
个、4个、5个、6个……教师出示一个盘秤，现场请

学生上台动手称 1千克苹果到底会有几个。最后学生

动手操作后总结出：正常 1千克是 4个苹果或 5个苹

果，小一点的则是 6个苹果。操作后教师让学生继续

解答刚才的例题。学生回答“假设 4个苹果重 1千克，

那 20里面有 5个 4，列式为 20÷4=5（千克），那么 20
个苹果大约重5千克。”“假如5个苹果重1千克，那20
里面有 4个 5，列式为 20÷5=4 （千克），20个苹果大

约重4千克。”“如果6个苹果重1千克，那20里面有3
个 6，列式为 20÷6≈3 （千克），20个苹果大约重 3千
克。”本题通过实践确定所选标准是否合适，对结果的

合理性进行判断，突出了估测的方法，形成估量的策

略，提升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计量单位的能力。在

本课中，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借助实物参照反复对比、

反复矫正、比较估测中建立标准，为建立清晰的量感

提供有效的支撑。

三、创设现实情境，内化提升量感培养

由于计量单位是非常抽象的知识，学生对计量单

位积累的经验不足。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量感时，

要为学生创设各种现实生活情境的活动，让学生在情

境活动中体验、感知各种计量单位，内化提升学生的

量感，提高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一年级下册“认识人民币”

时，教师可以组织设计“班级义卖活动”，让学生把家

中旧玩具、文具、书籍等物品，选三样贴上标签、标

上价格，小组分工合作设一个义卖小摊位，在班级进

行义卖活动。学生在教师创设的现实情境里，通过真

实的面对面买卖物品，很快掌握并熟练应用人民币单

位间十进关系换算、不同面值间人民币的转换、金额

的简单计算。在现实情境中，学生参与学习活动，获

得直接的沉浸式体验，让已获取的知识得以巩固提升，

在生活情境中、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促使学生的量感不

断巩固、内化提升。

总之，学生的量感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

成的，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在持之以恒地

感知、体验和感受中逐步建立、培养，从而促进学生

数学内涵的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儒江小学）

《新教师》QQ交流群：55122994。需实名验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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