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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形成的开始,在这个阶段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数感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感知数学、形成数学思维,为以后的学习奠定

基础。本文从培养小学生数感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在生活情境、活动探索和实际体验中深化学生数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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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感的内涵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指出数感主要是指关于数与

数量、数量关系、运算结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它主要表现在：理解数的

意义；能够用多种方法表示数；能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数的相对大小关系；

能够用数来表达交流信息；能为解决问题而选择适当的算法以及能估计运

算的结果并对结果的合理性做出解释。
[1]
《标准》中只是对数感做了描述

性叙述,导致目前对“数感”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于

数感的概念,我国学者又有着不同的看法。马云鹏教授、史炳星副教授认

为“数感是人对于数和运算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会帮人们用灵活的方式

做出数学判断并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有用的策略”。
[2]
叶蓓蓓认为“数感

是以‘数概念’在人脑中的扩展而产生的一种对数学问题的敏感。
[3]
詹国

樑是把数感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他认为：“狭义的数感,就是‘数

字感’,”它的涵义是指人脑对于数字或数字运算的直觉,即对于数字或数

字运算的洞察与领悟；而广义的数感是数学感,它的涵义是指人脑对数学

对象的直觉,即对于数学对象的洞察与领悟。
[4]
汤服成、郭海燕认为：“数

感是属于知识的范畴。它主要是通过后天习得的,是通过大量的学习和实

践以后所累积的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内隐的、非结构性的有关数和运算等方

面的程序性知识。”
[5]
国内的学者所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一样,对数感的

解释就各尽不同,所以说对于数感的内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究,但不难

发现的是,数感就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问题情境来解释数、应用数的意识和

能力。 

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交流时,偶尔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一根铅笔长18

米”,“一棵树高3分米”......。学生的这些答案从侧面反映出对于数的

理解不够深,对数的意义还是模糊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指导学生在特定的

场合学会运用数据,不断地提升他们的数感。数感是学生对数的理解和感

觉,也是对数据的精确、敏感的感知和领悟,提升学生的数感,会让他们真

正地对数字产生兴趣和创造力,从而促使其投入到数学的探索与学习中,

逐步建立数学素养,真正的学好数学。 

2 培养数感的重要性和意义 

2.1建立数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数学素养是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数感是数学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良好的数感是数学素养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良好的数感也有助于学生数

学素养整体的提高。
[6]
而衡量数学素养绝不只是用计算能力的水平高低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大小,数学素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生会用数学的方法去

理解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能够运用数学知识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能在

现实的情境中发现数学问题。建立学生的数感就是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机

会来接触实际的问题,并学会有意识的把这些现实问题和数量关系相结

合。而具有数学素养的人善于把数学里面的概念和结论推广应用到一切

事物中,也就是用数学的观点方法来探索和认识周围事物和客观世界,并

用数学方法理解事物和分析解决相关问题。 

2.2培养数感有利于学生将数学与生活相结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在培养数感的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会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和体验生活

中的现实问题,要做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和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学生

只有拥有一定的数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些生活中的数学现象以及问

题。比如“你家住宅房有点小,有80平方米吧？”；“昨天降温了特别冷,

气温只有零下5度”等等,这些把数与生活中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数

感。还有在生活中我们会明白一根铅笔的长度约为18厘米,而不是18分米；

当我们买东西付款时,需要71元,这时我们手中恰好有一张100元和几张一

元钱,我们会把手中的100元和1元钱同时给到销售员,而不是只给100元等

等这些我们会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就会迅速地调动我们的数学思

维,促使我们进行数学思考与分析,创造性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又都

是需要我们通过数感来不断地建立起来的。 

2.3培养数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形成数感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数感,就是让他们经历数学化,会用

量化的眼光看待世界,遇到一些与数学相关的问题时能够自然地将其联系

起来,这都有利于他们运用数学视角来分析各个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和数学

信息,逐步形成量化意识,不断地培养其数学逻辑和理性思维。滕发祥认为

数感是数学思考的催化剂,是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精神)成果。
[7]
所以在生

活中,学生这样做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数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间关联,体会

数学思想方法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培养学生的数感,能不断地引导学生

对数学进行探索,去发现数学中存在的美,进而用美的眼光认识数学,领略

数学中的人文精神,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3 数学教学中提升小学生数感的策略 

3.1在生活情境中培养学生数感 

数学来源于生活,同时也服从于生活。数学的教学内容应该与学生的

真实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教师在课堂中也要注意多运用学生所

熟悉的生活场景。李吉林在他的情境教学法中也曾提到：“实体情境由于

它自身的具体化,能使学生看得到,摸到着,易于感受和理解”。
[8]
对于小学

生而言,数学知识还是较为抽象的,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一定难度,在学

习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在脑海中建立出表象,对一些概念知识点达不到真正

的理解。所以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挖掘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素材,

教学生用数学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不断地形成数学思维,让学生在实

际生活中经历和体验了数学后,能更加直观的把握概念、理解数的意义,

培养良好的数感。例如：教师在教学“认数字”时,不可能单纯地把数字

123......这样教给学生,而是结合更多的生活实例让学生真正的理解和

认识数字。在认识数字时,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发现班级中数字的存在,

让学生感受到数的真实存在。如班级里穿红色衣服的同学有3名；教室里

电风扇有6个；今天上课迟到的学生为0人。这些来源于班级中实体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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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对小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凭借这些实体情境和实例,可以发展学生

的观察和思维能力,深化学生对事物的认识,从而促进学生数感的形成和

对知识的进一步掌握。 

3.2在活动探索中发展学生数感 

杜威教学论的核心思想是“做中学”,他主张“从活动中学”、“从经

验中学”,即教学要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能力出发,通过不同的活动和任务

使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
[9]
而数学知识与生活联系十分密切,数学实践活

动也强调让学生通过自己亲身体验来学习数学,所以说数感的培养离不开

实践活动。运用数字进行沟通交流活动,不仅会加深了学生对数字的印象,

而且可以使学生发现数学的实用性,增强学习兴趣,
[10]

比如教师可以请一

名学生用数字来表达信息。一名学生说道：“我每天早晨7点起床,上学走

路需要15分钟。”其他同学在这名学生的带动之下也会踊跃的用数字来表

达信息,他们在表达与交流的过程中会感受到数就在自己身边,逐渐理解

数的意义,从而学会正确地使用数。而运用比较发展学生的数感,能让学生

认识到各种数量关系。教师在实践中可以有意识的让学生学会数量的比较,

既培养了学生的基本数学素养,也提高了比较、分析能力。
[11]

比如教师在

教学面积单位时,可以先引导学生先对1平方米和10平方米进行比较,估算

出宿舍的面积。然后再对1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进行比较,以估算操场、广

场等较大的面积。 

3.3在实际体验中深化学生数感 

体验式学习是学生在“经历”中获得亲身体验和感性的经验,并在对

经验与体验进行反思中获得成长性发展的一种学习方法,它具有一定的实

践性。
[12]

而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感还需要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与发现,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13]

发展学生的数感是离不开学生

生活实际体验,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和生活实际结合起来,鼓

励学生学以致用,深入地经历生活实例和情境,让学生在现实背景中来内

化、体验、感悟数感。比如学生在学习了重量单位这节课以后,可以通过

让学生自己掂量和称一称实际物品的重量,来感受200克、2千克的实际重

量；再如学习了面积周长等知识以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具盒、

课本等物品的长宽高进行测量。通过这些类似的体验例子,可以让学生达

到学以致用,并将自己的知识体验进行思考,进一步升华为应用。
[14]

同样如

此,学生在这些实践体验中也能具体地把握一些数的大小,产生积极的情

感体验,进一步深化数感。 

总之,数感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形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潜移

默化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急于一时,由浅入深地对

学生进行培养。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以学生生活经验为出发点,以他们的

体验活动为载体,努力创造提升数感的情境,让学生在数学活动中加强对

数感的认识,感悟数学力量,学会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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