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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量感，是指视觉或者触觉对各种物体的规

模、程度、速度等方面的感觉，其包含内容极为丰

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量感内容，其适合性更

高。教师对学生感知体验情况最为熟悉，主动渗透量

感相关内容，可以创造丰富感知体验机会，给学生带

来最鲜活的体验。学生对物体的大小、多少、方圆、

轻重、快慢等因素比较敏感，教师从这些角度展开教

程安排，组织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量感体验活动，势

必对学生形成一些触动，引发学生展开数学思考，以

提升其学科学习品质。

一、理清解题思路，培养学生模型构建思想

数学学科教学有自身特点和规律，教师在执行

教案时，要对准学生学习要求进行学习活动组织，以

促进学生学科思维的启动。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探

索解题路线，及时推出模型构建活动，能够促进学生

量感认知的成长。

1. 梳理数量关系

数学思想的广泛应用，为学生提供创造更多逻

辑构建机会，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数量关系梳理，对数

学图形、数学数字、数学符号等数学语言进行阅读分

析，自然形成有形学习认知，这无疑是数学模型构建

学习。数学模型与数学量感有太多对接点，教师围绕

学生思维运行路线展开深度探究，推出更多数学思

想应用机会，能够帮助学生自然建立量感认知基础。

数学课例解读时，教师针对性引导，促使学生对数量

关系进行整合处理，以提升学生思维品质。

如教学北师大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认识更大

的数”时，学生对自然数比较熟悉，但大多是有限的

“小数字”，很少接触到一些更大的数，教师开始展

示一些生活中的案例信息，投放一些大数字。如：地

球到月球的距离、人体内的毛细血管长度、世界人口

数量等，都是一些比较庞大的数字。教师布设大数字

搜集任务，要求学生借助多种信息渠道，搜集一些大

数字，并利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些数字的内涵。学生

对这样的任务比较感兴趣，借助一些辅学手段进行

数据查找，对数字本身内涵进行对位解读，逐渐对大

数字有了全新认识。数字有大小，这本身就属于量感

信息范畴，教师从生活中大数字角度进行学习布设，

组织学生展开深入探索行动，为学生带来更多学习

体验认知，自然助推学生学科能力的培养。

2. 投放数学模型

教师及时投放数学模型学习任务，组织学生进

行模型构建学习，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多学习启示，帮

助学生自然进行数理关系疏导，以建立系统性学科素

养，内化其学习认知。小学生直感思维比较发达，教

师对此需要有清晰把握，从数学模型构建角度展开教

程安排，为学生提供逻辑构建课题，能够创造更多学

习契机。数学模型以不同形式呈现，教师抓住图形、

数字、符号等因素，利用拼接、操作、分析、讨论等手

段，引导学生展开思维构建，促进量感认知的形成。

教师借助生活数学信息进行组织调动，往往能

够产生丰富学习动机，顺利启动学生数学思维，自然

建立量感认知基础。在教学“线与角”时，教师借助

生活现象进行图片展示，要求学生进行详细观察分

析，对直线、线段和射线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归结

出三种线的异同点。学生开始观察这些图片。第一幅

画上是笔直的铁轨，第二幅画是马路上的斑马线，第

三幅画是城里的各种灯光。学生具体介绍：笔直的

铁轨延续到远方，看不到端点，这应该像直线 ；马路

上的斑马线，都是比较清晰的线段，有两个端点；灯

光射向天空，只有一个端点，向上无限延伸。学生之

所以能够清晰解读这些线的特点，说明其观察是细

核心素养下小学数学量感培养的进阶之路

 □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新华小学  吴晓英

【摘要】小学阶段渗透量感内容，符合数学学科教学特点，与学生学习诉求高度契合，教师需要做好匹
配设计，主动渗透量感相关内容，组织学生展开多种量感学习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深度思考和对话交流机
会，以全面提升学生感知体验品质，自然生成数学量感认知。教师展开匹配设计，理清解题思路，能够培养
学生模型构建思想；创新估算教学，能够培养学生数据处理意识；推出问题情境，能够培养学生空间观念
素养；延伸训练设计，能够培养学生生活应用能力。教师注重生活对接，组织学生展开多种实践性学习，其
形塑效果显著。

【关键词】小学数学；量感；核心素养；教学探索



专题研究新教育	科研

19

2023 04（总第 564 期）

致的，对教材内容有阅读思考的经历，自然能够建立

其丰富的量感认知。

二、创新估算教学，培养学生数据处理意识

教师有意识推出一些估算学习任务，学生会更

有兴趣，并在主动参与中建立量感体验认知。估猜带

有游戏性质，学生对这种活动比较感兴趣，教师设计

互动性、竞赛性估猜任务，让学生在估猜和验证对接

中建立量感认知。

1. 组织估算活动

估算是一种尝试性学习，学生对这样的学习活动

比较有感，教师借助一些数学案例展开设计，组织学

生进行竞赛性估猜行动，并对验证原理进行进一步探

索，给学生提供更多探索机会。学生进入估猜环节，

需要调动多种思维进场，运用一些数学思想方法展开

统筹思考，这个操作本身会产生丰富量感信息，给学

生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促进其学科能力的成长。

在教学“乘法”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列出一些 3

位数乘 2 位数的课例，要求学生先做估猜，然后利

用竖式计算方式，验证其猜测结果。如：114×21。

学生开始估猜，先将“114”看成 100，将“21”看成是

20，这样可以得到估猜结果：结果应该是 2000 多一

点。教师要求学生利用竖式计算进行验证，并解读估

猜依据，归结乘法操作方法和规律。教师设计估猜环

节，目的是给学生提供观察和思考提示，让学生主动

接收一些量感方面的信息，并对这些内容进行优化

处理，自然建立数学等量关系认知。估算不是准确计

算，存在一定误差，这是最为正常的。教师以此为调

动手段，促使学生主动展开思考，从数据分析中归结

出一些规律，其助学效果显著。

2. 渗透研学内容

教师指导学生展开案例研究，对案例内容进行

梳理和归结，总结出学习方法，形成多点渗透。学生

年龄较小，没有独立研学的能力，教师帮助学生进行

小课题研究，围绕数学概念、数学定义、数学公式、

数学现象、数学实验等内容进行深度探索，能够为学

生提供难得体验机会。学生对计算、思考、操作方法

的梳理和总结，运用数学原理进行生活数学现象解

读，解决一些现实生活问题，都属于研学范畴，教师

要做好方案规划，确保学生研学行动顺利推进。

学生对研学任务有特殊操作兴趣，教师需要做

好整合处理，设计一些适合的研学任务，为学生提供

直接操作的机会，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实验操作、互

动交流、数理分析、实践应用中建立量感认知。在教

学《运算律》时，教师围绕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

乘法交换律等内容进行学习设计，要求学生利用字

母表达这些运算律，还要具体介绍字母的含义，梳理

运算律的内在关系。学生开始观察一些数学案例，对

运算律应用情况进行观察和讨论，逐渐进入到数学

思想应用环节，并在数理管理疏导中建立数量、量感

认知。学生都有计算操作经历，教师根据学生学习认

知基础展开数学研学任务设计，推出一些研学方案，

给学生更多研学提示，确保研学任务的顺利落实。

三、推出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素养

学生对数学问题比较敏感，教师围绕量感目标

展开对应设计，推出更多带有思考性、探索性问题，

无疑能够形成有效调度，促进学生空间观念的成长。

如果可能，教师与学生一起设计问题、研究问题，其

助学效果更佳。

1. 丰富问题设计

教师设计数学问题进行教程推演，这是最为自

然的选择。学生面对一些案例问题，需要进行深度思

考，也需要一些数学观察和讨论，从不同角度搜集整

合信息，自然建立数学空间思维，对数学案例内涵和

原理进行梳理和归结，为后续研学行动奠定基础。教

师对数学问题进行优化设计，以提升问题契合性，也

能够对学生形成一定触动，顺利激发学生探索热情。

学生直面数学问题，需要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

习，这些感官接收到的信息，都带有量感的成分，教

师利用问题进行调度，能够创造更多学习契机，也能

够促进学生学习思维的顺利启动。如教学《除法》，

学生对除法概念早有认识，教师设计除数是两位数

的除法算式，要求学生在计算过程中理清算理，对竖

式操作过程进行重点解析，归结出计算要领。在教

学“商不变”内容时，教师要求学生对系列训练题目

进行对比分析，归结出计算规律。学生主动进入观察

研学环节，对数理关系进行研判，对等量关系进行疏

导，逐渐掌握其计算原理，对除法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利用算理疏导为契机，组织

学生进行研学操作，逐渐掌握学习要领，其量感认知

不断丰富起来。

2. 展开实验验证

数学实验与学生量感形成有直接关系，教师利

用多种手段搜集整合数学实验素材，设计实验程序，

组织实验思考和讨论，对学生实验操作情况进行科

学评价，确保实验操作的顺利展开。数学实验需要理

论支持，需要操作辅助，教师对实验方案进行优化设

计，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辅导，确保实验操作的顺利

展开，也能够促进学生量感认知的成长。数学实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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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带有合作属性，教师从互动角度进行设计和引导，

学生回馈更为主动，教与学达成更多契合。

如教学“方向与位置”这部分内容，教师先组织

学生介绍自己家的位置和方向，然后要求学生用方

格纸具体画出家的具体位置，利用图示进行简单讲

述，看谁设计更为清晰，讲解更准确。学生平时大多

没有这样的操作经历，自然感觉很新鲜，纷纷行动起

来，开始研究方向和位置，对相关距离数据进行推测

和估猜，教师及时做出辅助，给学生提供一些准确的

数字，要求学生利用图示形式进行具体呈现。经过一

番努力，学生图示操作顺利完成，其展示过程中，教

师要求学生进行集体评价，实验性学习获得丰富成

果，学生从观察、绘画、介绍、评价、反思、修正等学

习过程中，接触运用更多量感认知进行数学探索，确

保数学实验操作活动顺利完成。一个最为简单的数

学实验方案，为学生提供研学机会，从学生学习表现

可以看出，教师教学设计是比较成功的。

四、优化训练设计，培养学生生活应用能力

教师在教学训练任务整合时，渗透一些带有量

感色彩的内容，学生在自觉思考和操作中建立量感

认知基础。学生是学习主体，教师对学情有客观调

研，结合学生学习期待进行任务推送，其激发作用会

更为突出。

1. 延伸训练维度

数学训练任务素材来源极为广泛，教师对学生

数学认知基础和思维特点有客观分析，以便做出准

确设计，点燃学生主动训练的热情。学生对数学任务

有了更多操作兴趣，其思想活力更为显著，在深度探

索和广泛讨论中达成学习共识。数学训练任务大多

与学生生活认知有多点对接，教师从融合角度进行

设计和组织，推出更多适合的活动方案，能够促进学

生学科核心能力的发展。

学生对生活中的数学现象有直观体验，教师在

训练设计时渗透量感信息，提出数感培养要求，无疑

是最为理性的组织。如教学“生活中的负数”，教师

先展示天气预报数据，其中有气温一项数据，出现了

负数。如今天北京，气温为零下 2℃到零上 5℃，用

数字表示为：-2℃～ +5℃ . 教师对正数和负数表达

意义进行解析和比较，给学生提供借鉴的机会。在生

活负数案例搜集时，学生大多能够找到许多类似的

素材。如电梯中的键盘上有负数，表示地下第几层。

“-1”则表示地下第一层。教师再次列举案例，从方

向角度进行设计。如向北方向为“+”，向南方向为

“-”，这样可以对不同方向距离关系进行直观描绘。

教师推出生活数学现象，利用案例进行训练设计，组

织学生借助生活数学数据搜集展开训练，为学生量

感认知形成创造条件。

2. 对接生活认知

教师对学生生活数学认知情况有充分调研，为

学生准备更多适合的训练任务，组织一些数学实验

操作活动，能够促使学生结合生活认知展开学习探

索，在数学思维碰撞中建立学习新知，在鲜活体验中

完善认知内化。数学与生活对接点众多，教师精选训

练任务，围绕学生量感认知展开具体设计和组织，其

训练价值更为丰富。学生对数感、对量感有不同理解

和不同期待，教师对接学情展开训练布设，组织学生

进行学科研学行动，都能够创造更多学习成长点。

学生对生活数学现象比较熟悉，教师需要做好

巧妙对接，让学生主动进入到学习核心。如《可能

性》，教师列举彩票案例，对可能性的不稳定性特点

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拿出一枚硬币，现场投掷硬

币，让学生猜测硬币正面向上的几率。学生平时生活

中有这样的游戏活动，自然能够顺利进入到研学环

节。很多学生找到硬币或者其他替代品，同桌两个人

进行游戏操作，看谁能够有更高的猜测准确率，感受

随机现象的不稳定性。在这个训练设计中，教师推出

了游戏活动，学生自然是兴趣浓重，逐渐掌握了可能

性的含义，对随机现象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些认知

包含丰富量感信息。一个最为简单的硬币操作活动，

学生操作乐此不疲，逐渐形成量感认知，其训练价值

逐渐呈现出来。

数学量感素养培养是学科教学核心目标追求，

教师需要矫正自身认知方向，对学生量感基础有一

定了解，通过多种辅助手段展开教学设计，组织更

多实践性活动，让学生在具体思考和操控中建立量

感认知。学生直观思维敏感，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研

习，针对学生量感认知基础展开设计，推出更多实践

性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操作、思考、讨论、归结、应用

中形成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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