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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放手，培养学生量感能力的探究
福建省邵武市实验小学 程丽华

【摘 要】“量感”是学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主动地、自觉地理解运用“量”的主观想法，是一种“准确运用量”的直觉、对量的敏感性、对量的精准性。

为什么要培养学生的量感？量感有助于提升学生对量的理解、对量的应用，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估算、估测能力，对于提高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具有

重要意义和价值。怎样培养量感？教师应该智慧放手，不断创设活动场景、生活情境，指引学生认真观察、动手操作、不断探究和内化体验，积累丰富

的量的素材，建立量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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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感的定义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耳熟能详。大禹治水之所以

能成功，是因为他测量了地势高低，勘察了水的流向。规
矩、准绳就是最古老的测量工具。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度
量衡。在古代，“量”主要是指度、量、衡。现在我们经常
会把“数”和“量”、“测”和“量”联系在一起使用，至少说
明“量”是可测的，测就要标准，有数据。

现在，“量感”就是指学生不使用任何测量工具对各
种物体的规模、程度、速度等方面的感觉，对于物体的方
圆、厚薄、轻重、粗细、多少、大小、长短、快慢等量态的感
性认识，是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自觉地、主动地运用“量”
的意识，它是一种“量”的直觉、对量的敏感性、对“量”
的不假思索地直接反映。

二、培养学生量感的原因
史宁中教授在第十九届全国新世纪小学数学课程与

教学系列研讨会上就“为什么要强调量感？”进行了发
言，他讲到“量感”是即将实施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21 年版）》新提出的一个核心素养，将 10 个核心素
养概念增加至 11 个。史宁中教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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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感可以
去掉后缀名词，然后抽象出数；而“量感”是不可以去掉
后缀单位名词的，如，1 米、1 厘米、1 分米、1 小时、1 分、1
秒等这样的后缀名词是不可以去掉的，如果去掉了，就让
人不明白表达的意思了，这就是量感精准表述的重要性。

有了对音高、节奏的敏锐感觉，也就是乐感不错，我们
可以唱歌不跑调，可以知道琴音准不准，甚至可以调钢琴。
对重量比较敏感，生活中就可以知道多少人买多少菜等。
有了对距离的感觉，可以知道多远的路需要多长的时间；
军事上，可以目测距离，指挥后方进行精确打击。这些都

是“量感”。对学生来说，他们在考试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
的灵活题型，只要量感好，教师怎样出题，也不会被考倒。

因此，培养学生的量感有助于提升学生对量的理解
以及对量的实际使用，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估算、估测能
力，对促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具有
重要价值和意义。量感的形成让学生拥有认识数学、参
与数学活动的能力，对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和数学
思维的习惯都有促进作用。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良好
的量感来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可以激发或保
留学生的特有本能，这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是有裨益的。

三、培养量感的策略
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量感，让量感这一核心素养

内化，是数学教师目前应该实施的工作重点。然而，许多
学生的数学量感应用能力不强，往往只能掌握数量的概
念、单位间的进率，却不能准确、灵活地将其应用到实践
中。那么面对学生量感能力的感悟不敏感、对量感不够
重视的现状，教师应如何结合量的教学，让量感在课堂中
真实地生长呢？

史宁中教授说过：“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可传递，只能
靠亲身经历。”只能让学生亲身经历抽象概念的产生过
程，通过多个活动多维度地进行实践操作，切身体会，充
分积累有效的量感经验，才能形成精准的量感表象。教
师应该智慧放手，让学生积累量感。

教师应该智慧放手，给学生创设生活情境的活动，把
课堂带回学生的生活实际中，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
实际操作能力，并能内化体验，积累丰富的量感，引导学
生把量感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操作中。 

（一）智慧放手，在生活感受积累，帮助学生搭建庞大的量
感知识体系

学生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年龄比较小，可



128 课改教研┆教研园地

能并没有留心这些生活中蕴含着量感。在数学课堂上，
教师可以将生活情境带入课堂或者在生活中渗透数学，
唤醒学生已有的数学感知，培养学生留心和关注生活小
事的习惯，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教学目标在于帮助学
生理解量，然后智慧放手，让学生把对量的理解运用到学
习活动中，能理解具体的某个数量，并能灵活地运用，熟
练地对同一类的几个数量的关系、大小进行转换。创设
不同的生活场景，积累庞大的量感经验，这是学生量感形
成的基本前提。通过预设生活场景，并逐步引导学生善
于使用量感的眼光观察身边的事物，内化成量感能力，具
备敏锐的量感思维。

[ 案例 1] 教学“千米的认识”时，笔者让学生进行如
下生活感量活动。

（活动一）师：1 米有多长？我们身边哪些物体的长
度大约是 1 米？

生 1：我们两手张开伸直，两手之间张开的距离大约
就是 1 米。

（活动二）师：那 10 米有多长？
生 2：我们 10 个人手拉手站在一起，大约就是 10 米。
师：那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吧。从教室的一端走到

另一端，到底有多长呢？指名（可以借助步测，也可以目
测）然后再引导学生实际测量，对比，产生距离的量感。

（活动三）和家长一起利用周末实践体验 1 千米，并
把收获和感受记录下来。

周末的时候学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或去附近的操场
锻炼身体，或去郊外秋游，在聆听窗外声音的同时把“1
千米到底有多长”体验得非常深刻。通过层层递进的生
活感量，把课堂延伸到课外，学生不仅学得开心，而且对
1 千米的长度有更深刻的量感，也能扎实地理解单位换
算之间的关系。

[ 案例 2] 在教学一年级的“度量”时，笔者让学生进
行如下生活感量活动。

（活动一）找找我们身上可否有可以用的尺子。
（活动二）身上的尺子，每个人标准不同，没法比较

呀，所以我们规定用身边的直尺作为度量工具。
（活动三）认识 1 厘米，找找我们身边哪些东西的长

大约是 1 厘米。
（活动四）动手操作，让学生用直尺剪下长 1 厘米的

吸管，这样的吸管剪 10 个，把它们串起来，这就是 10 厘
米，也就是 1 分米，所以 10 厘米 =1 分米。

通过以上四个活动让学生感受统一长度单位的重
要性，理解 1 厘米有多长、1 分米有多长、1 分米和 10

厘米的关系，理解长度单位之间的关系，促进学生更好
地认识长度单位的实际长度，培养学生的量感能力。“度
量”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既熟悉又抽象。我们根据学
生年龄特点，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引导学生从身上找到
那么多的度量工具。学生在测量结束后，发现结果不同，
没法比较，引起矛盾冲突，激发探索欲望。学生在明白
了统一度量标准的重要性后，通过观察，比较认识了直
尺并尝试度量，从而建立用尺度量的重要性和方法。课
堂中一系列活动设计唤醒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激发
了他们的兴趣。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动手欲望，十分
愿意在游戏化、生活化的情境中主动学习、体验并探究。
这样寓教于乐，在生活感受积累，帮助学生搭建庞大的
量感知识体系。

（二）智慧放手，创设丰富的量感活动，提升学生的量感
能力

学生从生活体验中获得的量感能力具有不确定性、
随机性、模糊性等特点。因此，生活中的量感经验有必要
内化成自身的量感能力。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给予学
生用数学语言表达量感的机会，同时注意描述的精细、准
确。教师在课堂上应该精心地预设开展相关的量感活动，
培养学生的数学量感。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不断地把估
计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产生矛盾后，再预估，产生更加
精准的量感预测能力，提升学生的量感能力。

[ 案例 1] 教学“一分能干什么”时，笔者开展了以下
的活动感量。

（活动一）眼睛闭上，10 秒时间到了就睁眼（课件同
步展示秒针走动）；讨论、分享估 10 秒的方法（拍手、数
数、点头等）。经验交流：用数数法，但是要把握好数数的
节奏。再次估一估：第二次估计，自我感觉到了 10 秒就
睁眼，举手。

（活动二）请一位学生在教室里走一走，同学们估一
估这位学生走了几秒。讨论交流估计的方法。校对自己
数得对不对。

（活动三）让学生跟着秒针走 60 秒，可以边看边数数，
或者打拍子，或者用自己的方式体验这 60 秒，积累 60 秒
=1 分的量感。

（活动四）1 分能干什么呢？选择你喜欢的事，先估
计一下可以做多少，写出估计的数量，再实践体验一下 1
分到底能做多少，然后对比估计值和实际测量值，感受 1
分的重要性。将“估一估”的结果不断与实际时间进行
对比，然后调整自己的节奏，从而得到正确的估计方法，
通过这样的过程就可以积累量感经验。



129教研园地┆课改教研

[ 案例 2] 教学“什么是面积”时，笔者开展了以下的
活动感量。

（活动一）摸一摸，初识面积。
（活动二）比一比，再识面积。
（活动三）做一做，体验方法多样化。
在创设的三个量感活动中，学生操作合理、方法合

适、表述精准时教师要积极表扬，以增强学生的自信，不
断激发学生感量的积极性，开掘学生感量的创造性。丰
富多层次放手体验活动，抽象概念，内化中提升量感。

（三）反思内化，提升学生的综合量感，形成数学核心素养
之一

量感是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后，内化成一种自我
的感量能力。这种感量能力一方面基于学生生活经验的
累积，还有一方面需要学生不断地反思内省。所以，实践、
感受与体验必须与学生的反思、内省同时进行。只有学
生不断地总结、反思，转化成内在的能力，才能真正提高
学生的量感能力。借助反思，在生活中、学习中有关量感
的领域，提高量感的预估能力，促进学生量感的内化。教
师在教学中不断地给学生提供自我实践的机会，这就是
所谓的“智慧放手”，同时预留给学生反思内化成自我量
感能力的机会。既要重视策略方法的运用和引导，让学
生累积更多的量感经验，又要提供思考、对比、辨析的机
会。帮助学生明确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可以是同一
领域的相近单位或者不同领域易混淆的单位，促进学生
量感能力的发展。

例如，执教“体积和体积单位”时，笔者进行了以下
活动安排。

师：这节课，大家一起学习了体积单位立方米、立方
分米、立方厘米，我们一起用手势来画出你认为的 1 立方
米、1 立方分米、1 立方厘米有多大（指名让一个学生给大
家分别比画三个量的大小）。

师：回顾一下，我们是怎样研究这三个量的，把过程
说一下。

生 1：我们先根据 1 平方厘米，想多少个 1 平方厘米
才得到 1 立方厘米，通过类比的方法小组讨论，共同学习
1 立方分米、1 立方米，再通过分享交流得到。

师：还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得到立方厘米？
生 2：通过把 1 平方厘米叠加的方法得到。
师：这些体积单位有什么关系呢？
请闭眼想象一下这三个量的大小，想象一下它们之

间的单位换算 1 立方米 =1000 立方分米，1 立方分米
=1000 立方厘米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

师：长度单位、面积单位、体积单位有什么区别呢？
让学生“用手比画”“闭眼想象一下它们的等量关

系”，这都是引导学生反思内化的教学活动。通过横向对
比三个体积单位，纵向思辨长度、面积、体积单位，促进学
生对计量单位实质的理解和提升。简单的逻辑推理能让
反思内化得以实现。因为很多宏大的量，学生是无法体
验的，只能借助“思”来实现。“思”就是思考与内化。量
感的建立，必须在智慧放手、操作体验的基础上通过反思
的参与形成表象，总结提升经验，才能内化新知、加深理
解。通过培养，让量感真正成为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让
学生会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现实世界的量感现象，感
悟量感的本质，积累量感数学思维的经验。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在探究如
何智慧放手，培养学生的量感能力的过程中，虽辛苦，但
收获颇多。希望能让更多的教师转变观念，懂得量感培
养的重要性，知道如何智慧放手，借助生活、活动的量感
操作，焕发课堂活力，培养学生的量感能力，不断提升学
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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