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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小学数学核心素养下培养良好数感的方法 
秦明春 

（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七里坪小学  小学数学   445300） 

摘要：数感又称数字意识，是小学数学教学中应该培养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必备核心能力。数感这是对操作生成的数字的理解，

不仅能使人们有效地解决现实生活中复杂、困难的问题，而且能给人以精确的数学判断。为了培养良好的数字意识，小学生必须正

确理解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利用数字的重要性详细分析问题，并确定具体的计算方法。同时，小学数感的形成是小学核心竞争力

培养的重要体现。所以，从小学数学的角度来看，教师必须制定明智的策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常识，并激发学生数学知识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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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ber sense, also known as number consciousness, is a necessary core ability that should cultivate pupils' mathematical thinking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Number sens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umbers generated by operation. It can not only enable people to 

effectively solve complex a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real life, but also give people accurate mathematical judgment. In order to cultivate a good sense of 

number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 use the importance of numbers to analyze 

problems in detail, and determine specific calculation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mation of primary school number sense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ore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must 

formulate wise strategies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common sense and stimulate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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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感的主要功能是识别事物的数量，感知事物的数量关系。在

生活应用中，数字感通常用于估计计算结果，而在数学学习中，数

感是对数字敏感性的预测。因此，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

数字的意义都是对思维对数的定量理解。提高小学生数量的目的是

提高他们对数字量化的理解。它促进了对知识的感知，加深了对知

识的理解。因此，教师应集中精力从生活的角度培训学生的数量，

并将其与数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以各种形式发展。 

一、培养学生数感的重要性 

（一）数感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的核心素质是指学生为满足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而需要具备的素质和关键技能，其中学会数字化生存、适应“互

联网+”等社会信息化趋势的能力非常重要。 

（二）现实生活的需要 

数字的意义实际上是对数的感知，包括对计算结果的估计、数

字和数量的应用和感知。促进数字意识对小学生来说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只有学生对数字有浓厚的兴趣，数字才能被理解。积极

参与教学活动，并将自己的兴趣转向学习的动力。在这个阶段，大

多数教师都意识到培养学生核心能力的重要性，核心能力的具体定

义是什么有不同的意见。核心素质不仅是指一定的技能或知识，也

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水平，而是指在实际学习中逐渐发展起来

的综合能力，可以认为是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核心素质，而不仅仅是

数学知识和技能。因此，在小学数学中，数字意识的培养是增强小

学生基本能力的有效手段。在此基础上，小学数学教师必须运用新

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数字意识和核心能

力的形成，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新课标的要求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数字的重要性首次被视为新课

程标准十大核心概念的首要概念，新课程标准定义了学生应该掌握

的核心内容。事实证明，学生学习和建立数字概念非常重要。正如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的，“建立数感有助于学生理解数

字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并理解或表达某些情况下的数量关系。”

培养学生的数字意识是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数学教

学的主要任务。然而，在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对“数感”的概念

认识模糊，理解存在差异，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教师在教

学中缺乏培养学生“数感”的系统方法。 

二、小学数学核心能力培养方法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之数感的培养方法有理论联系实际帮助理

解，初步感知数感；通过比较，培养数感；促进有效沟通和加强练

习。具体如下： 

（一）观察生活，总结经验 

数学和生活密不可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数对生活有对

数的感知、体验和理解。课堂上的老师应该善于帮助学生从生活中

提取素材。例如，在“图形理解”课程中，老师可以向学生展示“0~9”

的数字地图，并问道：“你知道这些数字吗？想想你在哪里看到

的？”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们会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学生们可

以在硬币上找到 1 号，在地图上找到 2 号等。受生活经验的启发，

学生将提升对数字机的理解，促进学习效率提高。从上述教学案例

可以看出，学生的生活中充满了与数字有关的数学活动。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从美好的生活出发，唤醒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从

生活中发现数、感知数字、体验数学的魅力。 

（二）理论联系实际帮助理解 

在数学方面，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必须在核心能力下学习

数学思维的逻辑性和准确性。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小，思维发

展尚不成熟，需要教师在讲述新知识时引入生活化的场景或材料，

例如，在进行《长方体和正方体》这一单元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通

过建模的方式来锻炼学生的空间三维几何感，在培养学生空间思维

能力的过程中，为了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数量关系，教师可以以教

室为例，如教室长 8 米，宽 6 米，内部空间高 6 米，教室容积 248

平方米，学生可以根据老师的描述使用教室的空间大小、长度和高

度，感受量化的空间形状，然后结合教材中的学习任务在建模软件

绘制图案。为了使学生对数字理解的含义更精确，教师还可以让学

生在建模时的时候，根据提供三个不同体积的墙数据，使用比例精

确计算、切割和连接围墙根据数据将值转换成一个简单的模型，然

后将当前模型与相应的体积值进行比较。学生可以检查三个模型的

大小，感受体积容量，并在值不同时感知体积的真实变化。通过实

践例子可以帮助学生拥有更高质量的数字体验，将学生的数字意识

与学生的数学思维联系起来，促进学生数字意识的形成。 

（三）通过比较，培养数感 

在数学中，对数字的理解从数值开始，完成对数字的学习，然

后数棍完成数字之间的积存，最后从物理对象中分离出来，用数字

进行直接运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学生帮助培养平均数，M 就形

成了对于数字的 g，教师可以通过救生圈或等效单位的相对比较来

独立学习，感受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培养数字的含义。例如，

在学习《时钟与钟表》这一单元的时候，除了对学生进行数学知识

教学外，为了理解时钟的时、分和秒针，教师还必须训练学生的数

字意识。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十秒和十分钟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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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理解时间概念后，他们可以创建课堂活动来测试学生的数值的

正确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进行数感训练，具体方法是老师在介绍

了手上钟表的小时和分钟后，通过进行不同时间指针走动的对比来

帮助学生学习时间的变换。以 10 秒 10 分钟为对比，随着时间的推

移，老师和学生们继续学习这门课程。通过实际经验，学生们认识

到，与十分钟相比，十秒钟就像一个瞬间。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给

学生科普更多的数字价值，即在上课过程中，教师计算数字小游戏

——数字感知，教师提前设置 20 分钟的闹钟，让学生自己根据自

己对时间的把握猜测是否到了 20 分钟。如果学生认为是时候了，

他们可以向老师汇报。老师把正确的时间与她相比。越接近 20 分

钟，他们对数字的感知就越强烈。通过比较，促进学生对数字的感

觉更加敏感，提高数学素质。 

（四）促进有效沟通 

教师可以帮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组成教学和交流小组。学生互

相帮助并解决相关问题。这种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

促使学生在讨论中找到答案。例如，教师可以帮助他们通过学习快

速提高数字感官——长度统一，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学生分为

不同的讨论小组，引导学生到操场或学校的中学，以课堂活动的形

式完成课程，培养课堂上学生人数的意义。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

长度刀、分米、厘米等，便于学习和理解。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准备

一盘磁带和一个秤。在开始教学活动之前，讨论小组应选择一名负

责人报告讨论或活动的结果。老师告诉学生长度单位之间的关系。

在介绍卷尺和比例尺后，教师以小组的形式安排活动内容，即 50

厘米、50 分米和 50 米的线段图。学生使用测量工具在开阔场地完

成任务后，教师指定讨论内容。在 1000 米的操场或体育馆里有多

少个回合。在第一次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根据教师的任务进行教

学活动。此时，学生们了解了长度单位，初步了解了数字在长度单

位中的重要性，这是培养数字意识的又一重大进步。然后教师指定

讨论内容，学生在数字敏化后讨论大约 1000 米的长度，通过讨论

估计操场或体育馆的一圈长度，然后分析讨论结果。教师采用小组

讨论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数字意识，使小组中的学生能够畅所欲言，

小组成员能够相互交流思想，通过交流逐步提高学生数感。 

（五）加强练习 

数字意识的培养必须在实践中反复进行。如果学生养成习惯，

他们当然会提高理解数字含义的能力。实践比理论知识更有效，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教授知识的含义和用法，还要教学生如何理

解在现实生活中正确运用知识。数字意义的应用必须与实际实践相

结合，通过真实的感觉或通过增加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使学生不仅

理解数字意义，而且知道如何正确运用数字意义。例如，在学习到

小学数学三年级《四边形》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利用该课程设计

课程，帮助学生提高中心数学素养，理解四合院的数学知识。首先，

教师为学生准备几个正方形模板。教师准备粗线条和游戏中为学生

使用的针。在老师的要求下，学生剪下 80 厘米厚的线，穿在木针

上，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穿不同的形状。由于粗线的长度是

固定的，学生携带每一种形状，并且图形的大小和长度保持不变，

因此学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形状。通过直观的图形变化，学生能够

感受数字在长度上的重要性，运用数字与形状相结合的思想，让学

生在不断的实践中形象化抽象数字，有利于小学生数字意识的形

成。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基于核心素养，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增

加数感训练，运用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方法，在同一单元中进行数

的比较，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课堂上的反复练习，使学生的数

感教育有意义地遵循规律通过数字训练，提高学生的数字能力和数

字感知能力，不仅是数学学习中形成数学概念的重要因素，也是日

常生活中简化生活和提高生活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 

简言之，培养小学生的意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小学数学教师应全面学习教材，创造良好的教学情境，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积极追求终身数学探索，将有机数学问题

与现实数学问题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通过提高学

生的技能，可以有效地拓展他们的核心技能，提高小学数学教育的

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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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点线面作品，并鼓励学生加深理解后进行大胆创作。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要充分鼓励学生大胆发散思维进行创作。教师以此进行

评价，展现学生的主体性。 

 
经过美术教育的小学生，会在心中有意识地对美术表达的情感

再分解再认识后，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再创造，从而创造出独特的

魅力之音。美术艺术活动也是学生创新创造的一个好方法，教师要

引导学生自发在实践中开展美术活动，从课堂美术知识交流到美术

情感感悟等，促使学生提升专业美术知识水平。除此以外，教师可

以邀请校外相关美术组织进行美术审美探讨，积极讨论学习美术的

技巧，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持续提高审美能力。   

美术的力量是无穷的，美术的魅力是无限的。美术文化教育对

小学生提升人文素养起着重要作用，教师应发扬和引领学生学习传

播优秀美术文化，不断提高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引导他

们在现代美育道路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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