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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培养低年级学生数感的点滴体会 
◆邓卫平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师范附属小学  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数感对数学教学活动的进行和数学计算运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教师应从低年级开始培养学生的数感，要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体

验数感，在动手操作中建立数感，在游戏活动中发展数感，在估算训练

中强化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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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数感就是一个人对数与运算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可以
帮助人们用灵活的方法做出数学判断，并为解决复杂的问题提出
有用的策略，也可以说数感是一种数学素养。在《数学课程标准》
中首次提出并摆在首要的位置，可见理解“数感”这个概念，并
让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建立数感，是新课标十分强调和重视的
问题。因此，如何理解数感，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数
感，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结合多年小学教学的实践，
就如何培养低年级学生的数感谈谈个人粗浅的体会。 

一、培养学生数感的意义 
1、培养数感是提高学生数养的标志 
数感是一个人数学素养高低的标志之一。建立数感可以理解

为学会数学的思考，就是形成数学化和科学化的观点运用数学预
测的能力，以及运用数学工具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过去的数学
教学过分的强调单一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忽视生活中的数学。在
学生练习中往往出现一只鸭重 3 吨，一张桌子高 2 厘米，一个指
甲约 1 平方米等笑话。《数学课程标准》将培养学生数感作为重
要目标之一，目的就在于克服数学脱离实际的倾向，让学生深刻
的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2、培养学生数感能让学生“数学地”理解和认识问题 
培养学生数感就是让学生更多地理解和认识问题，有意识地

将数学问题和数量关系联系起来。例如，一个学生去超市买牛奶
和学习用品时，就要考虑每种物品的单价和数量，要带多少钱等。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就是一个“数学化”的过程。学生在这个
过程中逐步学会用数学思考的方法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数学问
题。 

3、培养学生可以提高学生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数感直接影响到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日常的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
概念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形式去培养和呵护学生良好的数感建立
和形成，这样才能使学生对遇到的各种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进行
“数学的”思考，进而促使学生健康、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数感     
1、在实际生活中体验数感 
数学知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它与实际生活联系非

常密切。如在教学“数一数”时，我让学生数一数自己的手指，
文具盒里的铅笔，自己的课本，教室里的窗户，教室里的灯，当
学生对这种较小数的数会数了，我再让学生数一数教室里有多少
课桌？我们班有多少学生？等这种较大的数，回家后再让学生去
数一数家里一些物品的数量。通过让学生数这些身边事物，让学
生建立直观的表象，可以使学生终生受益。  

2、在动手操作中建立数感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实践操作，动手做数学、用

数学，而不是听数学、记数学，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感悟数学知
识，增强数感，培养数学应用能力。如我在教学“100 以内不进
位加、不退位减”时，尤其重视动手操作：3 捆小棒加 2 捆小棒
等于 5 捆，也就是 50 根，30+20=50；从 5 捆小棒中拿走 1 捆还
剩多少个？引导学生列出 50-10=40。在教学 35＋20=，35-2=
这种对比练习时，让学生拿出小棒摆一摆，重点理解加 20 应该
摆 2 捆，也就是加 2 个十，加 2 应该摆 2 根，也就是加 2 个一。
又如在教学“9 加几”时，在学生交流不同算法的基础上，让学
生用摆小棒直观了解凑十的过程。通过学生动手摆小棒，不仅加
深了对加减法的意义的理解，而且使学生在对问题的探究过程中

思维得到发展，获得了积极的数感的感性体验，从而形成数感。 
3、在游戏活动中发展数感 
针对低年级学生好玩、好动的特点，教师应当在教学活动中

创设有趣的游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更容易主动地
获取知识。如我在教学“100 以内数的认识”时，组织学生猜数
游戏，要求一个学生随意写一个两位数，让另外的学生猜他写了
什么数。游戏中这个写数的学生可以提醒其他的学生“猜得太大
了，大了，小了，很接近了”在这个学生的提醒下不断接近目标
数，直到猜中。又如在教学“找规律填数”时，我以接龙游戏来
完成教学，老师说出前 3 个数，让学生找出规律接着说出后面 3
个数。在游戏中学生学习了数学知识，数感得到发展。 

4、在估算训练中强化数感 
估算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应用，教学时教师可以抓住这一

有利因素，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好估算的兴趣。 如我在教学
“我们认识的数”时课前准备好一袋 100 颗的花生让学生看，估
计有多少颗？学生的答案不一，相差很大，体现了学生对数量的
原有感知水平。教师用手抓一把，让学生再猜约有几颗，数了以
后证实是 9 颗，再抓一把，再猜：可能有二十多颗吗？可能只有
4、5 颗吗？让学生明确：两把差不多，数量不可能相差太远，
估数要有一个范围。通过这样的感知与体验过程，学生不仅可以
借助“一把花生大约有多少”的标准估计出一袋花生的数量，还
可以借助其他中间量去估计，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数感。学生在
此过程中多种感官协同活动，促进知识的内化，具体地感知了数
量的多少，体会到数的大小、多少不同，能够以小数感知大数，
从而作出对数量的判断，训练了学生的数感，使数感得到进一步
发展。学生的良好的数据感和量化能力还表现在对数据的提取和
加工上，同时还表现在能估计运算结果，并对结果的合理性作出
解释上，教师经常不失良机地给学生估算，学生自然会领悟到估
算在生活中随处都有，随时要用，从而将估算内化为一种自觉、
自主的意识，进而形成一种习惯，使学生在不断地估算中强化自
己的数感。 

总之，培养学生数感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沉
淀积累、长时间训练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教师应结
合学生的认知基础和生活经验，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真正做到
让学生体验、建立，发展、强化、升华数感，全面提升学生的数
学素养。把它作为小学数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而促进学生
数学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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