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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与教学策略——以北师版生活中的大数为例 
顾佳 

（成都天立学校  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数感是课程标准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数学学科核心素养里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在小学数学阶段，围绕“数与代

数”的内容大概占了 60%-70%，培养儿童良好的数学数感是教师重要的责任。二年级下册三单元《生活中的大数》则是学生在学习

了 100 以内数大小的基础知识之上进行展开的。本文是在整个单元新课学习之后进行的教学的反思并改进了教学策略，以期对一线

小学教师教学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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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教学目标 

在《数学课程标准》中对“数感”一词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数

感是数的抽象意义与数的具体意义的统一，是一种自觉地基于数学

的或现实的问题情境。因此数感不是一个笼统的东西，是现实，而

培养学生的大数数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

师应让学生在对数的充分感知和领悟现实情境中，发展学生的大数

数感。在小学低段，儿童要会认识生活中的大数。例如认识千、万；

在丰富的活动中感受一千、感受一万的数量，从而建立量感。 

通过梳理，笔者翻阅了北师版、人教版、苏教版三种版本的教

材，并对其单元目标做了以下的梳理：1.经历借助直观模型，从日

常生活中抽象出数的过程，理解大数的实际意义；学会运用大数进

行表达和交流，描述一些生活现象，感受大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

系。2.借助直观模型，学习数、读、写万以内的数，认识万以内数

的数位、理解各数位上的数字表示的意义，会比较数的大小逐步发

展位值概念。3.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计，初步体会估计在生活中的

作用并发展数感。4.借助“猜数游戏”等活动，激发学习数学的兴

趣，初步养成乐于思考的良好品质。 

二、学情分析 

本单元内容是在学生学习 100 以内数的有关知识的基础上学

习的 , 这次扩展到 10000 以内大数的学习 , 对于 7、8 岁的二年

级小学生来说 , 是个不小的跨越。学生对于 100 以内的数的认识以

及数数有了比较好的掌握和理解，但是部分学生对于大数的概念、

读写方法、比较大小、估计数目多少等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稍显欠缺。

所以将本单元的知识做出整理：先从前往后把所学习的知识梳理一

遍，然后做出分类与整理，让学生亲历回顾和整理的过程，对相关

知识形成一条较为清晰的知识链，从而加深学生对于本单元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然后结合具体情境，让学生感受大数在生活中的作用

与意义。 

三、教学反思 

整个单元结束下来，学生的学有以下需要突破的难点。例如：

如何找到 1000，其基本思路是先找到一个可以数出来的标准，先数

出一个十，按照“十”这样的标准大致找出一个百，然后将“一百”

作为标准量，一个百、两个百、三个百继续数下去数出一个千，即

可。 

如何大约数出 1 万呢，其基本思路在数出一千的基础上，将“一

千”作为一个标准量，一千、两千、三千继续数下去数到一万。在

课堂上如何将标准圈作为一个标准量实际上是一个难点，对于学生

来说需要足够的耐心与细心才能够圈得较好。因为标准圈要求学生

做到既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应该自己先圈好，

讲解足够细致才行。 

第二个难点在于让学生从九千八百八十七数到一万，一个一个

的数，当数到九千八百八十九之后，学生就容易混淆，大部分学生

都数出了九千九百、或者数出九千八百九百，其实这都是不明晰，

知识点还未掌握牢固的表现。这一难点实际上可以借助计数器继续

往下数，借助计数器可以让学生直观看到数的结果。 

另一方面，数数这一难点可以追溯到我们孩童时期，开始数学

学习就是数数，现在也是这样，100 以内的两位数数数基本就是一

个一个地数，数到 10，满十进一，数完一个 10，再数第二个 10，

不断地数下去，循环往复，螺旋上升，10 个 10 个就组成了 100。

几十九就是 100 以内数数数的难点。拓展到 10000 以及 1000 以内数

也是难点。除了借助计数器的方法，还可以借助之前学习的数数的

方法来数，例如 19 之后是 20，数到 29 之后是 30，数到 39 之后是

40 等等，这样满九变十、满十进一，数完一个十，又从几个一数起。

在这个基础和规律之上，再来学习 1000 以及 10000 以内数的数数，

这样学生更能够掌握大数的数数规律以及数的组成规律，从而了解

数的先后顺序、计数单位、数位组成最终学会大数的数法。  

同时还可以让学学习 5 个 5 个地数，10 个 10 个地数、100 个

100 个地数，1000 个 1000 个地数，部分正着数、倒着数、做好各项

数数训练，帮助学生数数、写数以及计数单位、数位顺序、大小比

较、奠定良好的数数基础，发展学生的量感。 

第三个难点是读数与写数，读出数感——在实践中理解大数。

《跨越断层，走出误区》一书中提到“数感是读出来的”。在一节

关于万以内数的练习课时，笔者做如下的练习：3216 读作什么？

3216 由什么组成？2008 读作什么？2008 由什么组成？1090 读作

什么？1090 由什么组成？读数与写数的规则可以先让学生自己总

结出来，首先要认清数位很重要，从高位读起，中间有不管有几个

0 只读 1 个 0，写数要重点关注，写数时要从高位写起，数字后面

没有数字就写 0。 

第四个难点就是估计数量，三单元我们学习了估计，需要注意

的问题是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基本思路是我们可以先数一数一行

中没有标点符号的字数，然后再数有几行，最后算出所有的字数。

估一估是一个好方法，在生活中，并不需要我们知道准确数或者数

目太多无法数清时，我们都要用到估计。在我们进行估计时，我们

可以先找到一个估计的标准或者说是估计的部分或者估计的整体，

像一行、一栏都是一部分，我们可以先数部分，再估整体。 

四、教学策略 

突破本单元的三个策略。策略一要突破千、万的大数的数认识，

就可以借助教材上提供的小方块来数，先一个一个的数，数到一个

十，也就是建立一条的数学模型，之后在一条一条的数，数出一个

百，也就是建立一片的模型，在一百一百的数数到一千，建立一个

大正方体的模型。在一千一千的数，数到一万，建立十个一千是一

万的模型。策略二要突破万以内数的读数与写数，可以使用计数器，

读写都不怕，同时也应该引导学生总结万以内数的读写方式，以及

帮助孩子理解万以内数的读写，帮助学生理解，数位不同，意义不

同。策略三是“确定标准”，量一量，估算活动快又准。在估计的

时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数，我们可以把已知物体作

为一个“标准”，借用这个标准去“量”出未知的物体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