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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ense of number is increasingly valued in mathe-
matics educa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mber sense is in the lower 
grades. The “Comparison and Measurement” unit of the first grade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xt-
book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is a good carri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number sense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extracts the materials that can be used for number sense cul-
tivation in this unit, and designs the teaching scheme that penetrates the training of number sense 
in the original science teaching links, and carries out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 1) “Compare in 
observation”, carry out the number sense cultivation through practical operation; 2) “Measure by 
han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cessity of estimating in the number sense cultiv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raining strategies: 1) Be good at digging materials and create good 
carriers; 2) Make up for weak links and strengthen the estimation status; 3) Improve self-literacy 
and change education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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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生数感的培养在数学教育中日益重视，而数感发展的关键期在低学段。一年级小学科学教材(教科版)
“比较与测量”单元是跨学科数感培养的一个良好载体，本文分析和提取该单元中能够进行数感培养的

素材，在原有科学教学环节上设计渗透数感培养的教学方案，并以此开展相关教学实践：1) “在观察中

比较”，通过实践操作来开展数感培养；2) “用手来测量”，重视估算在数感培养中的必要性。在此基

础上，提出培养策略：1) 善于挖掘素材，打造良好载体；2) 弥补薄弱环节，加强估算地位；3) 提高自

身素养，转变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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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信息以爆炸式增长的速度呈现在人们眼前，做出准确而又高效的判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成

员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数感主要是指关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运算结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对于儿

童而言，建立数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理解或表述具体情境中的数量关系[1]。
距离 1954 年 Dantzig, T.首次阐明数感概念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关于数感的架构仍然有几个关键

性的问题有待解决[2]。相较于国外，我国对数感的培养与重视起步较晚，直到 2012 年出版的《全日制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才提出“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1]。 

2. 一年级科学课堂教学数感培养理论依据 

学生数感的提高是一个形成到发展的过程，它的建立与发展需要有意识地去渗透，并不断深入挖掘

学生的潜力。数感发展的关键期是低学段。数感的教学需要实际背景的支持，需要学生亲身经历和实践

[3]。为了提供更多的实践情境，更好地培养小学生的数感，仅仅依靠一门数学课程是不够的。2001 年，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课程结构要改变“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

整合的现状”，小学阶段应“以综合课程为主”[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课程整合便成为实现

这一教育目标的方式之一。当前素质教育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当前我国仍存在以素质教育为本的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和形成、对跨学科素养的培养相对忽视、不同学科课程目标间的横向整合不

够等问题，进而导致素质教育目标难以落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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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是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小学科

学教育对从小激发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6]。
《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规定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小学一年级将增设科学课，并将其作为基础性

课程。课标指出：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程，理解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需要综合运用不同领

域的知识和方法，并强调科学课程应与并行开设的语文、数学等课程相互渗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7]。
科学与数学整合可以传播科学和技术教育，既有利于对科学技术数学化思想的理解，又突出数学的科学

应用价值和工具价值，培养和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增进科学观念和科学意识，培养科

学态度[8]。 

3. 一年级科学教材中“比较与测量”单元数感素材挖掘 

一年级科学教材(教育科学出版社)总共包括四个单元：植物、比较与测量、我们周围的物体、动物，

其中“比较与测量”单元为培养学生的数感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展途径。通过对该单元的文本分析，

获得相关的数感培养素材(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and measurement” unit number training material distribution 
表 1. “比较与测量”单元数感培养素材分布 

课题 相关素材 培养点 

在观察中比较 比较恐龙模型的高矮，长短，胖瘦等，排出第一二三四名。 数的序数意义 

起点和终点 哪只纸蛙跳得最远？你是怎么知道的？ 估算能力 

用手来测量 
估计桌子的高度有几拃？ 估算能力 

测量桌子的高度有几拃？ 数数能力 

用不同的物体来测量 用回形针、小棒、橡皮和小立方体测量物体的长度。 数的基数意义 
数数能力 

用相同的物体来测量 十个小立方体长条与单个小立方体，测量物体的长度。 十进制数位意义 

做一个测量纸带 制作数十个小立方体长的测量纸带。 数数能力 

比较测量纸带与尺子 用测量纸带和尺子测量物体的长度。 数数能力 

 
由表 1 可知，“比较与测量”这一单元是跨学科数感培养的一个良好载体。教材中的活动设计以提

高学生的数数能力、加强理解基数与序数意义和估算能力为主。学生通过本单元渗透数感培养的课堂教

学，在学习了本学科的课程目标之外还能提高数学范畴里的数感，可谓是一举两得。 

4. 一年级科学课堂教学中数感培养实践 

4.1. “在观察中比较”，通过实践操作来开展数感培养 

对儿童而言，其思维是在具体事物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而来的。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

童的思维既不是起源于先天的成熟，也不是起源于后天的经验，而是起源于个体的动作。他认为正是这

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儿童的心理和思维得到不断地发展。一年级小学生思维发展的基本特

点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如果在课堂上一味地用抽象的文字、数字和图片等材料来让学生获得思维发

展是较为困难的。同时，低年级学生好奇、好动且喜欢模仿，动手操作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参

与度。因此，让学生在课堂上亲手实践感知，有利于他们在脑海中建立起事物或知识的具体表象，能够

一定程度地减少学生的思维负担，加深学生的理解力，有利于数感培养。  
基于此，笔者以课题《在观察中比较》为例，通过动手操作活动来开展数感培养的教学实践。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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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如下： 
一、情境导入 
1. 师生交流 
出示“比较”，与生互动，了解学生眼中的比较。 
2. 主题图教学 
1) 出示恐龙情境图，今天我们要比较的主角可了不得，——它就是生活在几千万年前的恐龙。小朋

友们仔细来看一看，从图片中你观察到了什么？它们的身体大小都一样吗？ 
2) 怎么样才能比较出它们的大小呢？怎样算大怎样算小？引导学生得出：可以比较它们的长短、高

矮和胖瘦。 
板书：长短、高矮、胖瘦。 
二、比较方法探究 
1. 比较高矮 
1) 出示恐龙模型，提问：那我们要比它们的高矮、长短、胖瘦的话，从图片中能比吗？能比得准确

吗？  
2) 提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准确比较出它们的高矮呢？引导学生借助书本，放在平坦的地方进行比较，

观察这些恐龙模型的头谁高谁矮。 
2. 比较长短 
1) 追问：高矮我们会比了，那比长短呢？ 
预设：a) 用手放在恐龙的头和尾巴上，把手固定住再与其他恐龙比较。 
      b) 用一本书顶住恐龙的头，看谁的尾巴长。追问：为什么这样做？ 
2) 工具演示：同学们的方法都很不错，老师这里为了方便同学们比较，制作了一个工具，你们会用

吗？(出示直角纸板，请学生演示。) 
三、小组合作探究 
1. 合作任务说明 
1) 按不同的比较方法，请给恐龙们排排队，选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请同学说明第

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分别是什么意思。)  
2) 要求：a) 准确地比一比四只恐龙的长短、高矮。 
         b) 有时间的小组再比一比胖瘦。 
         c) 比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后，请把结果记录在活动手册第八页。 
2. 汇报展示 
1) 请各小组分别汇报比较长短、高矮和胖瘦之后的结果。 
2) 提问：你们是怎么比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填？这样排的理由是什么？(目的：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

思考过程，将序数第一名、第二名与具体的比较标准相结合起来)。 
3. 感知结果 
1) 提问：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较长短之后得出的第一名是？比较高矮之后得出的第一

名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2) 总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四、课后拓展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比较。请同学们课后仔细观察，有哪些可以用来比较的

现象？又是怎么来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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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主要的教学环节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任务进行展开，即比较四种恐龙模型的长短、高矮和胖瘦。

由于一年级的小学生还处于习惯养成阶段，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这是他们初次进行小组合作探究的学

习模式。因此，明确的学习任务有助于提高小组合作探究的效率。通过这一具体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

课堂上了解“比较”的概念，理解“比较”的意义，并能初步表述恐龙模型之间的长短、高矮和胖瘦关

系。同时，在探究过程中应注意学生记录比较结果的过程，询问学生对记录表格是否理解以及记录数据

的理由，从而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考过程。这样，在比较长短的过程中，学生就会思考并得出：身体最

长的恐龙就是第一名，比第一名矮一点的恐龙是第二名，并依次记录数据。对于排队模型中的序数，学

生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所接触，而本课中需要学生结合具体的比较标准后来理解数的序数意义，对学生具

有较大的挑战性，但通过动手操作，实践表明这对于学生数感的提高大有帮助。 

4.2. “用手来测量”，重视估算在数感培养中的必要性 

估算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买多件物品大概需要花多少钱，一个颁奖礼大概有多少名学生，

墙壁的高度有多高等。估算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对问题预测的准确性和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在《全日

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对估算教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第一学段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简单的估算，

并会解释估算的过程；第二学段能理解估算的意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估算

[1]。因此，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估算意识和估算习惯的培养，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探究层次，

从而使学生数感得到发展。 
基于此，笔者以课题《用手来测量》为例，引入估算的方法来开展课程教学。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一、聚焦 
1. 问题引入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一间教室的这一端到那一端有多长吗？ 
提问：请观看一下视频，里面的同学是怎样测量的，你们看出来了吗？ 
引入：测量有许多工具，我们的身体也可以作为测量的工具。 
2. 用一拃来测量 
今天我们要学习用手来测量，揭示课题《用手来测量》。 
1) 提问：用手怎么来测量呢？很好奇吧？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学习一下吧！ 
介绍“一拃”这个测量单位，大拇指和中指之间的最大距离叫做“一拃”。 
2) 请你试着用“一拃”来测量桌子。(学生动手测量，教师观察学生测量时的错例。) 
3) 老师发现有这样的“一拃”，你觉得他做的对吗？(出示一拃没有最大距离张开的视频、没有从起

点出发，没有首尾相连等错误示范) 
4) 机动设置：请你的同桌检查一下，你是否真的掌握了？ 
二、探索 
1. 测量桌子的高度。 
1) 接下来老师要提高难度了，敢不敢挑战？请你预测一下桌子高度有几拃？请你说说你是怎么估计

的？  
2) 我们来用手试着测一测好不好？当你用手测量桌子高度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吗？ 
难点：测量高度时，一拃与一拃之间难以准确连接。 
3) 启发：老师带来了一个小帮手，一条纸带，它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呢？(观看视频：做一条测量纸带

帮助测量。) 
4) 教师提醒学生注意：① 两次测量用相同的手指测量；② 一拃的指尖与下一拃的指尖必须紧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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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③ 在纸带上写上姓名。 
2. 自主操作，动手测量。 
1) 两人一组开始测量。 
2) 展示纸带，观察测量结果。需要选择几条有代表性的纸带，把纸带对齐黑板边缘粘贴好。 
选择一拃长度差异较大的测量纸带，以及出现明显误差的纸带粘贴。 
三、研讨 
1) 一同数数各有多少拃数？请学生先观察一会儿纸带。 
2) 教师可以提问:“我们的测量结果一样吗？你是如何知道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测量结果不一

样呢？” 
3) 学生归纳：用纸带匹配桌子高度时可能出现误差；没有使用同一根手指测量；不能很准确地做到

一拃紧连着一拃；很难做到每一拃的长度都相同；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不一样，有些同学手指长，有些同

学手指短。 
四、拓展 
课后思考：可以用身体的部位来测量家里的家具吗？ 
本课设计了“估一估桌子高度”的教学活动，通过挑战式的发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挑战欲

望，使其能结合身边的课桌来进行简单的估算探索。接着，通过询问学生“你是怎么估计的？”来了解

学生的估算过程，并且通过验证学生的估算结果来判断估算的准确度。最后，通过对估算结果的研讨总

结，学生开始尝试展开更加理性的估算思维，并能够认识到估算方法的重要性，这些都进一步发展了学

生的数感。 

5. 小学生数感培养策略 

5.1. 善于挖掘素材，打造良好载体 

教材是帮助教师教学的工具，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载体。新课改后的教育观认为教师应该做课程的

开发者和实践者，而不是忠实地讲授教材中的内容。因此，从教材中有效挖掘数感培养素材也是教师开

展数感培养的重要一环。小学科学既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又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其丰富的教材资源中，

除了一年级“比较与测量”单元以外，还包含了许多可以用于数感培养的素材，如一年级科学“我们周

围的物体”单元，需要小学生通过观察来发现物体的特征，并作出“谁轻谁重”的判断，这是对数感能

力的进一步拓展培养。再如二年级科学“材料”单元，需要小学生观察周围的世界，发现生活中的各种

材料，并对此进行分类、归纳和记录，这有助于帮助学生认识到数感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

教师不仅要在本学科内充分挖掘教材，还应该放大视野，用综合化的眼光去看待每一门学科，倡导跨学

科学习方式，通过有效的课程整合发掘出有利于培养数感的教学素材，并且有意识地将它们融会运用到

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去，将各学科的优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最大的效力提升学生的数感。 

5.2. 弥补薄弱环节，加强估算地位 

学生数感的发展，需要经历感悟多少、用数表示多少、建立数之间的关联、对数进行运算、形成数

系概念等过程[3]。根据一线教师们的教学经验，在整个小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数感普遍较弱的一

个环节就是估算。学生们通常能比较准确地估算数的运算结果，但对日常生活中量的估计却相对较弱，

例如对一堆棋子数量、对物体重量等的估算小学生就难以把握。估算建立在丰富的经验基础上，这类估

算也就要求学生对估算对象和度量单位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因此，要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提供真实

的可操作性情境，适当提供一些参照物，从而发展出良好的数感。同时，要创设丰富的估算活动，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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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经常有意识地使用估算，体会估算的重要性，养成估算习惯。 

5.3. 提高自身素养，转变教育观念 

教师素养包括人格素养、知识素养和能力素养三方面，教师知识素养的高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至关

重要。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小学课程以综合化为主，但是，能否真正实现小学阶段的“全人教

育”受制于小学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养。尽管小学教师是一门综合性的职业，但是，小学教育师范

生走上教师岗位之后，往往受限于所教学科，其他学科知识水平和素养不断下降。由于我国对数感教育

的起步较晚，很多非数学任课教师自身的数感素养较为薄弱甚至缺失，这就导致这些教师在相关的教学

工作中不能很好地开展数感教育。 
同时，未来的教育不再将重点放在某个特定学科或者过于关注学科界限，而是将重心放在特定问题

上，强调利用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等学科相互关联的知识解决问题，实现跨越学科界限、从多学科

知识综合应用的角度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育目标[9]。因此，小学生数感的培养需要教师的

数感素养，也离不开他们的课程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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