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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工作中,教师围绕新课标展开新的教育研究工作,新课标结合了

当前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同时也融入了小学数学的育人功能。数学作为一门工具学科,小学阶段的数

学教学工作是基础学习阶段,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方法并培养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小学数学知识体

系中,很多知识值得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学生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也能够体验到学习带来的趣味。所以教

师可以改良当下的教学模式,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其中合作交流、动手实践的教学模式,是新时代小学

数学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教学活动。本次教学研究笔者围绕“容积的实际运用”,探索如何在课堂上

实现“合作交流、动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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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form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eachers have started new 

educational research work arou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which combines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society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also integrat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s a 

tool subject,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is a basic learning stage,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basic knowledge and methods and cultivate good learning habi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knowledge system, a lot of knowledge is worth exploring and studying, and students can also experience the 

interest brought by learning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knowledge. Therefor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 and design eff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among which the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hands-on practice teaching mode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activity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In this teaching research,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volume" and explores 

how to realize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hands-on practice"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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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新课标强调教学中学生和教师不能够被孤立,教

师和学生应该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学生

的尝试,在合作交流学习中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重难点知

识[1]。以新课标为指导思想结合核心素养教学理念,教师应该要

立足生活和教材,将课堂还给学生,并且将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学

融合在一起,通过实践操作活动来指导学生理解数学概念。在小

组合作学习中,学生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结合思考与想象,围绕

生活中存在的与数学学科相联系的经验,开展一系列的探索发

现的学习活动,在获得数学新知识的过程中,培养积极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 

1 核心素养小学数学教学内涵分析 

核心素养教学理念是当代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也是新课标理念的主要内容[2]。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工作,都应

该要以核心素养教学理念为核心展开,所以本次教学研究的首

要工作任务就是,对小学数学核心素养教学理念进行深入的研

究分析,通过对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理念的解读,总结归纳出当前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理念内涵包括：①数学计算素养,数学计算素

养是当前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基础部分,计算也是整个小学阶

段数学教学的重要部分,小学数学知识体系中很大一部分都是

计算知识。所以无论是在任何一个阶段开展教学工作之时,教师

都不能够忽视数学计算在其中的重要性,时刻都要培养学生的

计算能力。②数学逻辑思维素养,数学是一门工具学科是用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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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生活中各种问题,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有着非常深刻的逻辑

关系。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工作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理顺数

学知识的逻辑关系,梳理数学知识的结构。教师可以通过实际问

题和实际操作活动,来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知识去探索问题,在问

题解决的过程中一步步建构对知识的理解[3]。③数学想象素养,

小学阶段的数学知识和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有的生活情

境可以直接知作为教学的素材,比如小学阶段的几何知识都是

以平面几何为主,平面几何是生活中 常见的,几乎在生活中随

处可见各种不同的平面图形,在教学中教师讲授概念和方法的

过程中,应该要通过一些有趣的活动或者有效的引导策略,来刺

激学生的想象,让学生联想自己见过的各种不同的数学情境。④

数学建模素养,数学和模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数学模型也是

利用数学知识组建起来的结构,体现了数学知识和方法的应用

形式。模型的建构属于比较高阶的学习过程,建模有方法也有技

巧,不是简单的把一些学具组建起来,而是要建立在理解知识的

基础上来建构模型。比如在学习“容积的实际运用”这部分知

识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量筒、葡萄等生活中常见的物体

进行建模活动,非常有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充满兴趣,所以

建模活动是一个既充满乐趣,同时又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知

识的一种教学方式。 

2 教材分析 

围绕“容积的实际运用”这部分知识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

动之前,教师要对本节教材内容有深刻的研究分析[4]。“容积的

实际运用”这节内容属于五年级数学教材“空间和图形”这一

节的内容,是“体积与容积”这一单元的核心内容。学生在学习

本节内容之前,已经对长方体、正方体的面积和体积计算方法有

所掌握,并且还理解了体积、容积单位的应用。所以本节课是结

合生活实际,围绕体积、容积知识的应用所开展的一节实践活动

课。教材中呈现了生活中的容积和体积知识,比如：矿泉水瓶上

所标注的容积大小,向学生传授用什么样的单位来测量液体的

体积,同时还设计问题,如何利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不规则物体的

体积。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数学计算,也不是文字叙述,而是需

要学生结合实际去探索去实践才能够得出结论。所以通过对本

节教材内容的分析后,我们知道本节知识是一节具有很强拓展

性和应用性的知识,非常适合作为小组合作实践交流活动开展

的内容。 

3 探索小学数学教学中实现“合作交流、动手实践”

的路径 

3.1回顾旧知呈现概念 

在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之前,学生应该要掌握与本次小

组实践活动相关的概念。在小组合作实践活动开展之前,教师利

用信息技术呈现了一个长方体和一个矿泉水瓶,要求学生计算

该长方体的体积,学生结合所学习的知识很快就能够计算出长

方体的体积,并且回顾概念：体积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而

容积概念的回顾,学生是通过教师所展示的矿泉水瓶上所标注

的容积：500ml,告诉大家这个矿泉水瓶能够装下500ml的水,所

以容积的概念就是：一个物体所能够容纳的空间大小是多少。

在开展小组合作实践活动之前,教师将与本次实践活动相关的

概念全部呈现出来,为后续的合作实践活动打下基础。 

3.2设计小组合作实践活动 

本阶段的研究工作是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操作的形式正式学

习“容积的实际运用”,从 简单的生活中出现的“净含量”、

“容积”这两个概念出发,分析其差异和应用的方式。随后进入

到测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后再过渡到利用长方体量杯来测

量不规则物体的体积学习。第一个实验是要求学生分析生活中

常见的“净含量”、“容积”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学生再饮

料瓶上看得 多,以往学生并没有注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

只是潜意识里认为,净含量和容积都是表示瓶中的饮料的多少,

但是实际这两个概念是表示不同的意义。教师要求学生结合资

料书,利用饮料瓶和水来进行实验操作,完成对“净含量”、“容

积”这两个概念差异性的分析。学生在观察饮料瓶上的“500ml

净含量”这个标注后,猜想瓶内所装有的饮料的体积应该是

500ml。因为饮料并没有完完全全装满整个饮料瓶,所以饮料瓶

的体积应该要比所标注的净含量大一些。因此学生将饮料瓶中

的饮料全部倒入到量筒当中,经过测量发现饮料的体积确实为

500ml。如何测量饮料瓶的体积呢？由于饮料瓶不是 规则图形,

学生经过一番交流研究后,提出可以将用水将饮料瓶灌满,随后

再将水倒入到量筒中,测得水的体积稍稍大于500ml。经过第一

轮实验探究,学生得出在净含量和体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在生活中净含量是饮料瓶中所装有的液体的体积,而容积的

概念是该饮料瓶所能够容纳的液体体积,也就是物体所占有的

空间大小。在第一轮实验操作活动中,学生体验到实验是获得真

理的重要一步,实验可以培养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因此教师跟随着教材内容,引导学生进入到第二步的实验

探究学习,第二步的实验探究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是对不规则

图形的体积的测量。生活中常常会见到很多不规则的物体,需要

知道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大小,所以学生必须要学会怎样测量不

规则物体的体积方法。不同小组的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和以有的

体积概念知识,探寻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方法。有的小组的学

生将不规则的图形看成是一个规则的图形,比如将西红柿看成

是一个球体,利用测量球体的体积公式展开体积计算,将近似长

方体的石头看成是长方体,利用长方体体积计算公式来计算体

积。这种计算方法会导致很大的误差,测量的结果没有实际的参

考价值。但是有一组的学生结合之前语文课堂上所学习的：《乌

鸦喝水》这篇课文,知道小石头扔进水中后,会导致瓶内水的体

积上升。所以这组的学生在测量小西红柿的体积时,所使用的方

法时这样的,首先在一个量筒中装有一定体积的水,并且通过正

确的读书方法记录量筒中水的体积为V1,随后再将小西红柿放

入到水中,发现水平面上升了,并记录放入小西红柿后的水的体

积大小为V2, 后利用V2-V1所得出的数值就是小西红柿的体积

大小。但是该组的学生同样也遇到了一个问题,量筒测量后所得

出的是水的容积,单位是ml,学生以往学习的体积单位中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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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这个单位。所以接下来教师给学生讲授了单位转化的问题,ml

这个单位和体积单位中的立方厘米是一样的,告诉学生通过量

筒得出了西红柿的体积后怎样进行单位转化。第二阶段的实验

探究活动,教师给出的是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实验的可操作性强,

并且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展开研究,尊重学生的主体性,鼓励不

同小组的学生得出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 

通过前两步的小组合作实验探究学习,学生对容积、净含量

以及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等相关知识,有了深入的理解。所以第

三阶段的小组合作学习工作是,教师设计两道练习题,让学生展

开实际问题解决的学习。教师给予各组学生一个长方体的水容

器,首先展示第一道题：该长方体的水容器底部长是20厘米,底

部的宽度是15厘米,事先倒入了深度为10厘米的水,再将一个不

规则的土豆放入到水中,这个时候发现水的深度变成了12厘米,

要求学生测量土豆的体积。第一道题非常的简单,实际上就是让

学生再次熟悉第二个实验操作的过程,熟悉如何测量不规则物

体的体积。第二道练习题难度提高了很多,同样给出了一个长方

形的水容器,水容器中水面的高度为2.5厘米,长方体水容器的

底面积大小为72平方厘米,随后学生按照题目的要求,将一个边

长为6厘米的正方体物体放入到水中。学生发现正方形物体并没

有下沉到水底,要求学生思考放入正方体物体后水的高度增加

了多少？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大部分学生知道,利用放入正方

体物体后水的高度减去放入正方体物体之前水的高度,即为水

上升的高度。教师继续提问：浸没在水中的部分体积如何计算。

学生以小组合作交流的形式对该问题展开研究分析,结合之前

学习的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方法,学生经过小组讨论后得出,

利用放入正方体后的水的体积,减去放入正方体前的水的体积,

就得出浸没在水中的部分的体积。第三部分的实验探究活动,

教师设计两道练习题,要求学生结合第一和第二部分实验探究

所得出的学习成果,展开问题的解决,两道练习题紧扣书本围绕

基础知识的应用进行设计,对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数学思维

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3.3教学反馈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结束后,随后教师开始进入道教学反馈

阶段,教学反馈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学习总结,学

生需要总结自己在预习、实验操作、练习的完成、学习成果的

积累中所获得的体验和感受,总结自己在本节课的学习中获得

了哪些新知识、新技能,在小组合作实验探究、交流能力上获得

怎样的成长。同时教师还给学生制作了一个学生自我评价表格,

表格中列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包括：是否清楚学习目标,在学

习之前是否进行了预习准备工作,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中是否

能够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验的过程中是否积极主动的进行

了操作等等,每一个指标的总分值为10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学生进行评分。第二部分是教师的自我评价,教师在上完每一堂

课后都应该要对自己的上课效果进行自我评价,本次小组合作

实践教学的教师自我评价量表中,所包含的内容包括：是否完成

了本次的教学目标,是否关注了班上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教

材、学情是否已经全面了解,教学各不同的环节处理是否合理,

对学生的指导工作是否有效,以及对学生的评价和激励等等。教

师自我评价量表中不同的指标权重也不相同,有的是15分权重,

有的是10分的权重。教师根据实际情况来评分,或者可以和学生

一同来评分,便于了解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在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工作中,教师要结合新课标理念展

开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本次教学研究

教师从生活中的容积、净含量出发,设计环环相扣的小组合作实

践活动,引导学生利用量筒、不规则物体等实验材料展开实验操

作,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小组的力量对问题展开探索,

达到理解数学概念的目的,实现了合作交流和动手实践的两方

面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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