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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博爱小学 沈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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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课标，拓宽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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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认真阅读新课标。切实理解量感内涵，将量感研究与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紧密结合，找寻科学、合适的路径拓宽量感培养路径。通过理论学习，提

升能积极内化与吸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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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前期的调查问卷研究，对于学生的量感现状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

在后续的研究中，课题组成员将针对学生量感的不足开展实践研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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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期，已经进行了三上《认识面积单位》的课堂研究，本学期，我们将根据各

个年级的情况，开展课堂研究。我们小组通过通读一到六年级苏教版教材将图形

的认识与测量内容制作了如下的内容结构图。

我们小组将针对表格中内容，选择性地进行课堂研究，通过课堂研究形成课

年级 内容 年级 内容

二年级上册 《厘米和米》 四年级上册 《升和毫升》

二年级下册 《分米和毫米》 四年级下册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

梯形》

三年级上册
《千克和克》 五年级上册 《多边形的面积》

《周长是多少》 五年级下册 《圆》

三年级下册
《千米和吨》 六年级上册 《长方体和正方体》

《长正方形的面积》 六年级下册 《圆柱和圆锥》



程范例，进而撰写教学案例。

（2）开展生活化主题活动研究。量感，学生要能合理得到或估计度量的结

果，形成定量的方法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教出

来的，而是一个不断悟的过程。量感要始于测量教学的起点处从定性描述走向定

量描述，学生非标准单位的描述过于薄弱。所以，我们组拟通过主题活动，让学

生在体验中积累量感。

新课标将常见的量（时间度量、重量度量、货币度量等）统整入综合实践内

容，学生将在真实情境和真实问题中，开展融入数学知识的主题活动，这与我们

的课题“指向量感培养的小学数学生活化活动设计的研究”不谋而合。根据我们对

新课标关于量感内容的梳理，我们将综合实践内容中的量感主题活动梳理。

前期，我们小组已经撰写了 7个主题活动案例，开展了 4个主题活动，这学

期我们将继续开展主题活动，丰富我们的主题化活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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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