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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孩子数感的策略
李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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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之以渔需与生共渔，在共渔的过程中让学生乐渔、想渔、善渔……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

程中，笔者一度践行着如何培养低年级儿童“数感”，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学中会“数”，用中善“数”，久而久之，行

走在幸福之“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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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对数感的内涵做
了这样的表述：“数感是指关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运算结
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学生的数感是小学阶段数学教学的重
要培养目标，反映了学生的一种基本数学素养。一个数感较
好的孩子在遇到问题时能敏锐地把生活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
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简便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帮助学生建
立良好的数感有利于学生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更灵活
地解决实际问题。

一、启发生活感悟，积累数感
大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同样，生活中处处皆有数学，关键是要让学生
拥有一双发现数学的眼睛。这双数学眼睛的练就，需要教师
在学生建立数与数量概念的时候，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现
实情境，让学生在生活实例中逐步感悟和建立数概念，理解
每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包含的丰富多彩的现实背景。例如：在
教学一年级“0的认识”一课时，笔者设计了以下几个层次的
活动，让学生在生活中感悟数字“0”的含义，在交流中丰富
拓展数字“0”的内涵。活动一：讲一讲，和“0”有关的数学
小故事。出示小兔采蘑菇的情境图，鼓励学生用学过的数字讲
述图中发生的故事，引出“一个都没有采到，可以用‘0’表
示”，初步感知数字“0”的现实意义。活动二：说一说，生活
中数字“0”的大作用。说说生活中哪些情况要用到数字“0”，
引导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再集体交流。在交流中，学生对数
字“0”的概念逐渐丰满起来，对数字“0”在生活中的具体含
义理解也更加深刻。活动三：找一找，不同情境中“0”的不
同含义。在学生理解了“‘0’表示一个也没有”的基础上，通
过寻找并交流直尺上、温度计上、电话机上等不同情境中“0”
的不同含义，丰富并拓展了学生对“0”的数感的建立。以上
几个层次的活动都是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使学生在脑海中的数
字“0”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意义的载体。
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还体会到“0”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生动的、变化的。笔者相信：长期浸润于生活化的数学
中，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有一双善于发现数学的眼睛。

二、引领实践体验，丰富数感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

的，切断动作与思维之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学
生数感的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动手操作、实践体验。学生只
有脑、口、手等多种感官协调活动，才能强化对数与数量的
感知与思维。作为教师，应当抓住课内、课外的一切机会，
为学生提供实践体验的平台，丰富学生的数感。

三、训练运用发展，提升数感
学生数感发展的最高境界是能主动地、自觉地、自动化

地理解数和运用数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境界反映了学生更

为综合的数感。要想使学生达到这一境界，教师就应在课堂
教学中为学生搭建实践运用的舞台，让学生在运用数学的过
程中逐步发展、提升数感。对于低年级儿童来说，运用估算
等方法灵活解决生活问题是发展数感的重要途径。

四、综合践行素养，活用数感
数学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与解题，数感的积累与提

升，关键在于数学素养的提升与应用，教师要善于利用一切
可以综合实践的机会，带领孩子学以致用，让孩子活用数感，
将知识与技能、思想与思维转变为孩子们的一种素养，成为
孩子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能力。笔者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
决定了孩子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选择的不同策略？归根结底是
孩子对数的一种直觉和感悟，即是“数感”，此时的数感已
经成为孩子的一种固有素养。“六一”儿童节，二年级 6 个
班在报告厅举行联欢活动。我们班是第一个到达报告厅的班
级，作为数学老师，笔者敏锐地想到了一个问题：“报告厅的
座位够 6 个班同学坐吗？”问题一抛出，性急的孩子已经开
始一张张座位数了起来，而有的孩子则默默地开始思考。不
一会儿，我们班的“数学王子”张健已经有了答案，他胸有
成竹地说：“我已经算好了，报告厅的座位是圆弧形排列的，
第一排 20 张，以后每排依次增加 2 张，共 12 排，也就是
20+22+24+…+42=372（张），我们年级每个班都是五十几人，
就按每班 60 人计算，60×6=360（人），所以肯定够了。”太
厉害了，笔者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这时，坐在笔者旁边的小
个子刘明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班坐了前面 2 排半的座位，后
面每一排的座位都是越来越多。那可以假设每个班坐 2 排，
2×6=12（排），不就够坐了嘛！”听了刘明的想法，笔者心
里吃了一惊，没想到他居然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又方便又快捷。在以上的案例中，教师给孩子提供了可以灵
活解决的生活问题，并且通过“小贴士”引导孩子拓展思路，
运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孩子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不断积
累经验，对生活问题具备更灵活合理的解决能力，从而推动
数感得到更高层次的提升。

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培养孩子的数学知识和数
学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数学素养的孩子。数感是小学
阶段数学素养培养的重要目标，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孩子打
造成具有数学眼光、数学思维，心中有“数”的孩子！

参考文献：
［1］倪松美 . 简谈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的巩固与拓展［J］.

数学教学通讯，2018（36）：45-4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吴文娟 . 小学数学拓展性微课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研

究［J］. 江苏教育研究，2018（59）：4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