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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培养小学生数感 
◆闻  凤 

（安徽省肥东县店埠学区中心学校  安徽合肥  230000）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良

好的数感”，并且数感排在数学素养 10 个核心概念的首位。可见
培养小学生数感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培养小学生的数感？是值得
我们思考、探究和实践的问题！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
谈如何培养小学生数感。 

一、操作认识，感知数感 
对于第一学段的小学生的认知来说，数学就是在掰动手指

上，就是儿歌中的《数鸭子》。而《数学课程标准》第一学段中
明确提出：“在运用数及适当的度量单位描述现实生活中的简单
现象以及对于运算结果进行估计的过程中，发展数感。”可见第
一学段的小学生数感的培养尤为重要。在第一学段的教学中，教
师要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让学生自己“找一找、数一数”
动手具体操作、深入感知概念，从而构建基本的数感。 

如在“10 以内数的认识”教学时，可以从小学生爱用的掰
手指、数手指，衍生摆小棒、拨珠子，利用身边的实物、图片等
方式来表示数，或者老师说一个数，学生用喜欢的实物来表示数，
进而让学生感受物体与数字一一对应，经历实物包含数量的过
程。从而认识、感知数，构建基本的数感。又如，在教学“认识
长度单位”中 1 厘米、1 分米、1 米可用尺子和皮尺给学生直观
感受，而教学 1 千米时学生开始模棱两可，夸张的描述，所以教
学中直接把学生拉到操场上实际的走一走，跑一跑，量一量体验
1 千米的大小。让学生在操作、感知长度的大小中，获得数感的
启蒙。 

二、联系生活，领悟数感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是为了生活。离开生活，一切的学习都

是无用功。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人们早就对数学产生了枯
燥乏味、神秘难懂的印象，成因之一就是脱离儿童实际。”数学
来源于生活，数学应用于生活。单纯的数学知识教学会使学生感
到枯燥乏味，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从小学生身边
熟悉、感兴趣的事物出发，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
情景。 

对于小学生来说，生活中用到数的地方很多，如学号、班级
人数、年龄、星期、物价等等。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己发现，用
学生自己语言描述，交流，从而体会数的意义和作用，领悟数感。
如在讲分数的意义时，可选取把一个具体实物（一个苹果、一张
纸等）平均分成几份的例子、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几份的例子，
逐步引导学生概括出分数的意义，形成一个清晰的数感。又如在
教学“统计”一课时，可以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平时测验成绩
数据，把它制成折现统计图。让学生观察统计图，整理、分析数
据，提出问题，领悟数感来源于生活各处。 

三、人文教育，发展数感 
在教学中，我们要充分联系生活，利用人文教育为平淡的教

材添色。在培养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人文教育。人文精
神的构建，就是辅助数学教学的分析和借鉴，形成一种先进和谐
积极的精神气质，帮助我们学生喜欢数学，爱上数学课，逐步发
展数感。 

如：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 70 岁，这个人一生的心跳大约有
多少次？光速大约是 30 万千米/秒，光从太阳到达地球大约需要
多长时间？如果把 100 万张纸叠加起来，会有珠穆朗玛峰那么高
吗？问题中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等都是需
要学生查找资料的人文教育，它丰富了数学课堂，也培养了学生
调查研究的习惯，更发展了数感。又如，课本的“你知道吗？”
不仅让学生学会基本学科知识，也是对学科知识的衍生，让学生
知其所以然，更好的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四、在活动中，巩固数感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
种需要特别强烈。”而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展示真实的想法和
需要，更多的发现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机会，数学问题的解决往往

伴随着对数概念的抽象和数量关系的构建。因此，教师要多组织
学生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发展数感。 

如在教学在“路程问题”时，可以让学生去测量一段路的长
度，记录走这段路的时间，小组讨论，整理数据，分析数据。让
学生根据自己测量的结果，发现并提出问题，然后选择恰当和灵
活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从而，可以增强学生对数和数量关系的理
解，更好的发展数感，巩固提高数感的能力。又如，在教学“长
方体和正方体体积”时，先让学生用 1 立方厘米的正方形摆成长
方体，然后数小正方体的个数得到长方体的体积。然后追问这个
长方体的长、宽、高各是多少呢？收集数据，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学生在动手操作活动中，感知数感，并发现数与空间物体之
间的联系，数的数量关系，更加培养学生了数感的空间形式，提
升了数感能力。 

五、在估算中，内化数感 
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数量的大小往往并不是具体、精确的，

这时往往需要学生通过估一估、算一算，在估算中解决问题并促
进数感的内化。估算不仅是促进学生数感内化的有效途径，也是
保证计算正确的重要环节，尤其对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很有好
处。计算前估算出大致结果，为计算的准确性预设条件；计算后
进行估算，能验证自己的计算有无错误并找出错误的原因，及时
纠正。 

如，计算 7.96×5.2，可以要求学生看因数接近整数几，7.96
接近 8，5.2 接近 5，所以积一定在 40 左右。估算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教师可以让学生举生活中的例子，也要运
用各种有利时机，创设情境，从而激发学生学好估算的兴趣。如
这样一些问题：估计这棵树大约有多高？一页书中有多少个字？
走 100 步大约有多米？50 克大米大约有多少粒？全校大约有多
少学生等？学生在进行大数字估算时很少会凭空估计，大多数学
生能自觉地把估算的数平均分成若干份，数出或估计出其中一份
是多少，在用相应的数量关系，估算或计算出大数。当学生把一
份数与大数比较时，感受了数的大小关系，了解大数在生活中的
应用。学生在这种估算活动中不但亲身感受到有一个可以展示自
己的空间和学习极大的乐趣，而且促进了学生数感的内化和数学
知识的渗透。 

总之，数感的培养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只有坚持在新
课程理念的指引下，恰当地选择教学活动和模式，认真地组织学
生的学习活动，从而让学生更好的感知、领悟、巩固、发展数感，
形成学生良好的数学数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