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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站在枝头品红杏 
——剖析灵动的 10 厘米 

◆王观成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高作镇中心小学  224752） 

 
《厘米和米》是江苏省义务教育教科书小学数学第三册第五

单元的知识，教材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建立 1 厘
米和 1 米的空间表象，让学生在头脑中能够明确 1 厘米和 1 米的
长度。1 厘米有多长？在我们手上，指甲的长度大约 1 厘米，在
尺上，刻度 0 到 1 之间长度是 1 厘米。厘米是一个很小的长度单
位，为了计量更长的的物体，我们又学习了米。厘米和米之间有
什么关系呢？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们都会给学生建立 1 厘米和 1
米的空间表象，而很少有教师注重培养学生建立 10 厘米的空间
表象，如果教师能够在 10 厘米的表象上下够功夫，一定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灵动的 10 厘米，为米做铺垫 
二年级的学生刚刚接触到长度单位，并且只认识了厘米，由

于在厘米的教学中，教师们都很注意对 1 厘米表象的建立，所以
学生对 1 厘米的理解和掌握比较到位。认识了厘米，紧接着就认
识米，众所周知，1 米等于 100 厘米，而 100 厘米相对于二年级
的学生来说，还是比较抽象的，教师若把 1 米等于 100 厘米的知
识直接灌输，不利于学生真正的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教师
能够让学生对 10 厘米的长度有个明确的表象，学生在头脑中有
个 10 厘米的大概长度的认识后，教师引导学生用 10 个 10 厘米
长的纸条在黑板上贴成一个长纸条，学生已经有了 10 个 10 是
100 的认识，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长纸条是 100 厘米，这时教师
再揭示 100 厘米的长度又有个新的名称，叫做 1 米，学生就能够
清晰的认识到 100 厘米构成了 1 米，1 米就等于 100 厘米。这样
一来，学生既认识了新的长度单位——米，有掌握了米和厘米之
间的进率，更重要的是，学生们获取了米这个单位的形成过程。 

当学生头脑中建立了"米"的观念时，安排小组合作，如：两
人合作，用 10 厘米的学具摆出 1 米，再进行观察比较，认识"
米"与"厘米"的关系；测量时，一人测量，另一人记录。以此建
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培养学生的协作意识。 

二、灵动的 10 厘米，渗透 1 分米 
教学中，让学生通过看 10 厘米的长度，闭上眼想 10 厘米的

长度，用手比划 10 厘米的长度等一系列的活动后，教师注重了

10 厘米表象的建立，学生已经在头脑中有了 10 厘米的大概长度，
也明白了 10 厘米的含义，即 10 个 1 厘米，这些活动都为了二年
级下学期时，学习 1 分米做好了渗透，只不过此时没有揭示 1 分
米的概念罢了。虽然分米的认识不是这时的教学内容，但是作为
教师，就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教材，掌握数学知识系统性，训练学
生的思维，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服务，而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
段”。 

三、灵动的 10 厘米，估测有标尺 
学生既然认识了厘米和米，就要对生活中的一些长度进行估

测，虽然在估测的过程中，允许学生有误差，一般来说，教师也
会给一个估测的取值范围，但是，我觉得学生在自己的认知基础
上，应该尽量的准确一些。学生在二年级上学期阶段，只认识了
两个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由于这两个长度单位的长度相差
比较大，一般的学生在估单位时不会出错，而面对生活中的一些
物体的长度时，尤其是几厘米和十几厘米的物体，这时要估测它
们的长度，学生们的误差就比较大，因为学生只有 1 厘米的表象，
如果教师注重了 10 厘米表象的建立，学生就可以把 10 厘米长度
当个标尺，首先去判断所给物体是比 10 厘米长，还是比 10 厘米
短，判断出大概的范围后，再进行估测，这样一来，估测的准确
性就会大大的提高。 

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的测量方法之后，我让他们用直尺选择身
边喜欢的事物进行测量，让学生在生活情境中发现数学问题，并
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他们开
始量书本、练习本的长和宽；有的量铅笔的长；有的量刀子等，
达到了在玩中练，在练中玩的学习效果。让学生体验到数学与日
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体会数学的内在价值。也发展了学生的
思维。而这些活动对于建立学生正确的表象、形成良好的数感，
有着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在教学厘米和米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加强对 1
厘米和 1 米表象的建立，还要注重对 10 厘米长度的表象建立，
这就是灵动的 10 厘米带给我们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