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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量感培养的有效策略

◉李 阳

【摘要】“量感”是《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

小学生学习数学课程需要的一项

关键能力。量感的培养具有难以

直接理解、不便直接感知以及未

形成标准化的特点，在开展小学

数学课程教学时，教师往往容易

忽略对学生“量感”的培养。在

此背景下，本文结合小学数学人

教版三年级下册《面积》单元教

学探讨有效培养小学生量感的教

学策略。

【关键词】小学数学；量感培

养；单元教学

“量感”是《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2022 年版）》中所提出

的一个新的核心概念，它主要是

指人体感觉器官能够直观感觉

实物面积、长度、速度、质量、

体积等可测量属性及大小关系。

在培养小学生数学量感时，数学

教师可以从单元整体教学的角度

出发，整体掌控教材教学内容、

教学课时以及数与量之间的关

系，通过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及

教学方式，使学生对量的产生、

叠加、比较等过程进行充分学习

与感悟，最终促进小学生形成科

学的计量观念。

一、结合数学教学教材体系，

明确培养学生量感的定位

在对面积相关内容的量感

培养教学中，通过整体分析小学

数学人教版教材，结合三年级中

《面积》单元教学，挖掘小学生

已经形成的学习基础，并结合小

学三年级之后学生所需要学习的

与“面积”有关内容，构建出如

表 1 所示的小学数学“面积”知

识学习结构表：

表 1 小学数学“面积”知识学习结构表  

学生已有“面积”

知识基础

（1）一年级：掌握对长方形与正方形的认识

（2）二年级：掌握厘米与米长度单位相关知识

（3）三年级上册：掌握毫米、分米、千米长度单位相关知识；掌握长方形

  与正方形的特征；掌握长方形与正方形周长相关知识

人教版三年级下册《面积》

单元知识分布情况

（1）面积的含义

（2）常用的面积单位

（3）长方形与正方形的面积计算

（4）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

后续与“面积”知识

相关的学习内容分布

（1）五年级上册：多边形的面积计算

（2）五年级下册：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计算

（3）六年级上册：圆的面积计算

（4）六年级下册：圆柱的表面积计算

从表 1 中不难看出，小学阶

段的“面积”相关知识学习，从

一维“线”的空间度量逐渐过渡

到二维“面”的度量中，进而使

学生逐渐完成对表面积相关知识

的学习，并与立体图形的学习相

关联。由此可见，小学数学中结合

“面积”知识教学培养学生的量

感，并不是单向与单调的，而是需

要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螺旋状。结

合小学数学教材的编排特点，需

要教师利用“面积”培养学生量

感在整体教材中的位置，进行准

确定位。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教

师更有针对性地完成对小学生量

感的培养［1］。

二、结合教学课时安排，明确

培养学生量感的全过程

目前，学生学习三年级下册

《面积》这部分知识时，普遍存

在“记忆与套用面积公式‘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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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过程性推导及运用面积公

式、理解面积概念‘教也不会’”

等问题［2］。在人教版小学教材

中，由于删除了定义“面积”概

念的文字描述，导致大部分学生

在理解面积时认为，面积就是指书

本的表面（正确理解应为书本表

面的大小），在面对教师所提出的

“书本的哪些面有面积”这一问题

时，大部分学生均认为书本只有

正反两面有面积（正确应为书本

的六个面均有面积），并且教师

要求学生测量教室地板瓷砖的面

积时，大部分学生只能够通过套

用公式的方式计算出来，只有少部

分学生懂得运用“数一数”的方

式计算出面积。结合学生的学习情

况，小学阶段的“面积”教学，教

师在培养学生形成直观量感时，

需要经历由“认识面”到“面的

大小”这一完整过程。因此，在对

小学三年级《面积》单元的教学

中，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学

习情况与“面积概念、守恒观念”

这一面积量感形成的核心本质出

发，对教学的课时内容安排进

行重新构建（如表 2 所示）。

小学生形成量感需要建立在

层次性及主观性的基础上，在调

整《面积》单元的教学课时设计

后，能够使小学生借助于已经掌

握的前置学习经验，理解面积的

核心本质，进而使整体上体现出

单元知识之间的连续性，使教师

能够明确如何培养学生形成量感

的整个过程。

表 2 《面积》单元课时结构设计      

单元主题 面积

分主题 丰富图形认识 积累研究经验 发展空间观念及面积量感

教学内容 面积的含义 教学实践 图形的大小 解决问题 拓展 单元整理

教学课时 1 课时 1 课时 1 课时 3 课时 1 课时 1 课时

教学目标

认识面积

及其基本

性质

1 平方厘米、

1 平方分米、

1 平方米的大小

掌握计算

公式、经历

推导过程

联系生活、面

积守恒、不规

则物体面积

周长与面积 整理与复习

三、结合学生学习过程体验，

融合数量发展培养学生量感

教师在教学《面积》这一单

元时，可以结合培养学生量感的

教学需求，从单元整体教学层面

出发，通过设计相关主题教学活

动及动手实践操作活动等方式，

让学生感受、体验、理解对“量”

的感悟，进而促进小学生量感的

有效形成［3］。

例如，教师从单元整体教学

的层面出发，可以为学生设计以

下教学活动：（1）对等量手掌印

总面积的大小进行比较，以此来

突出产生标准面积的必要性；

（2）对不同数量身份证的总面积

大小进行比较，为学生后续学习

面积的计算奠定基础；（3）对标

准量的数学意义进行定义，并比

较现实生活量与标准量之间的大

小，如，比较键盘按键面积与 1

平方厘米之间的大小、手掌印面

积与 1 平方分米之间的大小、讲

台桌面面积与 1 平方米之间的大

小等，以此来增强学生对量感的

体验。在开展《面积计算》这部

分内容教学时，需要教师重视引

导学生体验面积量的迭代累积过

程。一是教师要能够带领学生对

产生面积单位的意义进行感受。

教师可以利用比较观察及重叠的

方式，让学生对两个长方形的面

积大小进行比较，让学生借助于

某一个图形作为单位进行测量。

二是教师要能够带领学生经历面

积的测量过程，在教学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利用三种基本图形完

成对目标面积的铺设，使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提升量感的准确性。

三是引导学生不断丰富面积单位

的表象。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

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来强化量感，

如，告知学生大拇指指甲盖的面

积大约为 1 平方厘米；可以让学

生在测量实际面积的过程中运用

铺设的方式，以此来提升学生的

面积测量经验，促进学生面积量

感的形成。通过引导学生对面积

的大小进行估算，使学生能够逐

渐估测到正确的面积大小。

四、结合联系与对比，对学生

形成量感的路径进行不断深化

量感是一种直观的感受与判

断，它是很难通过独立学习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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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教师在开展《面积》单

元教学时，要想有效培养学生形

成量感，就可以借助对比知识学

习的整体，除了完成对“面积”

相关知识的教学外，还需要带领

学生感受量感是如何形成的。

因此，在教学时，教师需要从单

元的整体结构体系与知识之间

的关联性入手，对每一个单一的

因素进行关联，为学生选择具体

的标准量、参照物等，使学生在

对具体的实物教学比较的过程

中，对“量”形成深入且系统化

的认识。

（一）对比量的测量工具，促

进学生概念掌握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学习

《面积》这一单元之前，已经完成

了对时间、长度、质量等量的学

习，并具备了一定的学习经验。

在学生对不同类型的量学习过程

中，往往会结合具体量的概念及

特征，选择不同类型的测量工具

进行测量。因此，教师在开展测

量面积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以

引导学生将面积测量所使用的工

具与周长测量所使用的工具，结

合面积的“面的大小”概念，选

择相同类型的量进行测量，进而

使小学生完成对面积概念的理解

与掌握。

例如，使用小方块及绳子作

为对比工具，学生在已经掌握测

量周长的方法下，能够利用直尺

完成对一维长度的测量，而在对

二维面积进行测量时，难以运用

一维长度完成测量，因此，需要

学生针对相同图形的不同测量

目标，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清楚区分

面积与周长两者之间的本质，进

而使学生明确两者的概念。又例

如，在对 1 平方厘米及 1 平方分

米进行测量时，教师可以要求学

生使用多个 1 平方厘米或 1 平方

分米的小方块铺满长为 8 厘米、

宽为 4 厘米的长方形，学生在完

成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能够结合

铺设图形的大小而选择合适的单

位面积进行测量，进而使学生在

实现对图形的密铺中为后续学

习面积单位间的进率知识奠定

基础。

（二）通过沟通量的计算方

法，关联不同量之间的意义 

数学知识的学习本身就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面积》

单元学习时，选择与使用测量工

具，能够有助于学生为后续长方

形面积公式的学习打下基础，使

学生从直观角度出发完成对面积

计算的相关认识。因此，教师要

想加深学生对面积计算公式的学

习印象，在教学时可以与学生通

过沟通其他量的计算方式方法，

使学生亲自感受特殊到一般、具

体到抽象的数量计算过程。学生

在经历感受时能够获得归纳推理

能力的提升，并将面积中直接计

量与间接计量之间的联系凸显出

来，这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面积

计算公式的意义。

例如，在对周长相关知识的

教学中，可以对周长的测量方法

归纳为图形所有边的累计总长

度，如，长方形的周长可以表示

为“（长＋宽）×2”。在测量面

积的环节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

合学习周长时的经验选择相对应

的测量工具。学生在不同的工具

选择下，往往也会形成不同的面

积测量方法。以此，教师可以让

学生对方法进行对比，使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归纳出长方形面积的

表示方式，即长方形面积可以表

示为长与宽的乘积。学生在教师

所设置的这种教学方式下能够

加深对面积概念的理解，并体会

面积计算的全过程，在经历构建

面积计算公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量感。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教师需

要从单元整体教学的角度出发，

以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经验及后

续的学习发展作为切入点，将教

学核心设置为单元整体知识的学

习，以此来设计教学课时。在设

计课时教学活动时，需要挖掘教

学中丰富的量感培养素材，在完

整的知识体系中，通过迁移与应

用数学知识，使学生完成对数与

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及关联学习，

进而使小学生形成较强的数学

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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