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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与提升：经验迁移中追寻数学本质
——《角的度量》教学实践与思考（一）

王扣兰

常州市金坛区东城实验小学  江苏常州  213200

曹培英在其讲座《深度学习“深”在哪里》中提及，小学数学

最明显的瓶颈是：对儿童特征的把握、学科本质的挖掘和把握教材

的能力。其中对于学科本质，一线教师若能梳理、深思并理解透彻，

那么在学科教学的时候，就相对比较自由、轻松。美国华盛顿儿童

博物馆的墙上有这样一句格言：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见了就记

住了，我做过了就理解了。角的度量，看似比较复杂，但如果抓住

度量本质，让学生去做、去探索、去经历研究过程，慢慢学生就能

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积累学习经验。

基于经验，临近度量本质。

师（直接揭题）：想一想，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测量过什么

生：测量过长度，长度单位有米、分米、厘米、毫米。

师：这支铅笔有多长？你怎么知道的？

生：6厘米。从 0刻度线开始，另一端指向 6，就是 6厘米。

生：从 0刻度开始，一格一格地数，数到 6。

师：看来，6 厘米里面其实就是有 6 个 1 厘米（板书）。我们还

测量过什么？

生：测量过面积，面积单位有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

师：想一想，这个图形的面积是怎么测量的？

生：拿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去比一比，有 6 个 1 平方厘米，

就是 6平方厘米。（板书）

师：表达得特别完整。想一想，测量长度、面积都需要用到什么？

生：单位。

师：你知道角的单位是什么吗？

揭示角的单位：度。

师：猜猜，这个角，假如它是 30 度，那么它里面就有 30 个 1

度的角。（生补完整）

度量教学的目的就是形成正确的操作方法，科学理解度量的本

质，但儿童度量的方法一般都是教师给与的，对于度量本质更是不

甚明晰，儿童常处于模模糊糊的学习样态 , 并伴有儿童特质的非标

准化理解 , 儿童这种模糊化的度量认知可以称为“临近度量本质”。

“临近”的形成是儿童在前期的学习中已经涉及过度量，他们有了

一些度量经验，而后在教师的引领下，儿童逐渐临近本质的认知过程。

在教学中 , 教师应根据儿童特点，理解与把握儿童的“临近”知识，

立足儿童，以他们的方式帮助其对度量的学习逐步从模糊走向明晰，

以真正彰显数学。本课的第一环节，笔者就带领学生复习之前的度

量知识，基于儿童已有知识经验，以知识归纳，帮助学生临近度量

本质：长度用长来量、面积用面来量、那角度就要角来量。一个角

有多大，就是要看这个角里面有多少个 1 度的角，在这里铺下模糊

的思维种子。    

唤醒经验，探寻度量本质。

直接出示“研究任务单”，要求如下：

1. 四人合作，每人一个角，用量角器尝试测量角的大小，并记

录结果。如果遇到困难或者争议，同伴之间可以协商、讨论、补充。

2. 测量后，想一想，用量角器测量角，需要注意什么？ 

师（带领解读任务要求）：由于这项任务比较困难，所以我们需

要四人合作完成。合作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怎么办？

生：相信团队的力量，小组里讨论商量对策。

学生活动，教师巡视，适当指导。

接上述第一环节，利用现实场景，以帮助学生唤醒经验，探寻

度量本质。学生在二年级上册学习了长度的度量、在三年级上册学

习了重量的度量、在三年级下册学习了面积的度量，从他们已有的

经验中可以解读出，学生有能力自主探寻角的度量。他们知道要从

0 刻度线开始量，知道要量一个角有多少度就是去数这个角有多少

个 1 度等等，笔者在读出具体数学知识的整体结构与数学本质，读

出数学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的演变过程之后，“以有向开

放的问题为导入、以个性化的探究活动为基础”，立足儿童认知，形

成点状突破下的整体认识。厘清了数学知识的本质，才能为学生的

动态生成的学习活动提供明确的目标指向，有效地服务学生的学习。

积累经验，明晰度量本质。

师：那就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交流第一个角，谁上来展示给

大家看，你是怎么测量的，跟大伙说一说。

生 1：我把角的顶点跟这个点对齐，一条边跟这个 0 的线对齐，

另一条边对着 60，就是 60 度。

师：跟她不一样的举手，老师要采访你一下，你的答案。

生 2：我量出来的是 120 度。

师：看看他们俩的量法，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引出：①角的顶点对准量角器的中心。②角的一条边和量角器

的 0度刻度线重合。

师追问：谁有问题要问？在学习过程中，能提出关键问题的，

都是深度学习者。

生 2追问生 1：为什么看内圈而不看外圈？

生 1：因为这个角是锐角。

生 2依旧不明白。

生：我们以前学测量，都是从 0 刻度线开始的，所以这个角的

测量也是从 0度刻度线开始，从这往上数，就能数出 60 度了。

师：现在认为是 60 度的举手。60 度里包含了 60 个 1 度，对吗？

量角器的 1度在哪里？谁来指一指。

带领学生共同认识 1度，感知 1度。

数学教师的专业素养体现在对学生学习的精准预见，这既有经

验层面，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基于内容的理性分析，是对学生认知与

学习方式的重新审视，从而使教与学融合，沟通学生的经验世界。

在这一环节，笔者“以结构化的资源呈现为引导、以序列化的深度

对话为提升、以自主式的思维优化为完善”，积累度量的经验，让学

生对度量的本质理解从“临近”逐步走向“明晰”。

提升经验，深耕度量本质。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在测量长度、重量、面积的基础上有学

习了测量角的度数，他们的单位、所用的工具各不相同，但有没有

相同的地方呢？

生：他们都要从 0刻度开始。

生：度量就是看这个东西上有多少个度量单位……

师：善于从不同之处找到相同的地方，这就是度量的本质。你

们对度量的理解已经走向深度。那么，关于角的度量，你还有什么

问题吗？

《角的度量》这样的课，很容易就被上成了技能传授课：教师讲，

学生听并模仿，看谁模仿的好，模仿并运用的能力快。笔者运用团

队研究的项目《基于“数学经验课堂”背景下深度学习的革新研究》

中的深度学习策略来实施课堂教学，主要是为了在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基础上培养他们的自主探究能力、语言完整表达能力、观点思

辨能力及合群合作形成合力的能力。

教学时需要抓住核心，学生经历猜想、验证的过程，由扶到放，

在探究中体验特殊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具体来说，就需要将规律发

现的过程动态拉长，引导学生感知类比，明确同类问题的研究路径，

实现对内容、方法的同步内化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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