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单位属于数与代数领域中常
见的量。小学数学学习中，常见的量包
括生活中的度量（时间、质量、货币）、
几何中的测量（长度、面积、体积）。对
于低年级学生而言，有关质量单位的
量感建立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种“无
形的”感觉，并不好描述。

笔者将数学实验融入“质量”的项
目化学习中，依托数学实验让学生在
项目化的学习中主动发现数学、体验
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学生在观
察、操作、实验中习得知识，积累量感
经验，拓展非标准量的质量感，丰富学
生的量感体验，发展数学量感。

一、课堂反观：
直面质量单位现状

（一）量感概念不够深层
“量感”简单而言，就是对量的感

受。“量感”一词最早并非源于数学，它
是指视觉或触觉等感官对物体规模、
程度、速度等方面的感觉，也就是对物
体的大小、多少、轻重、厚薄等的感性
认识。在小学阶段，“量感”主要是指对
长度、面积、体积、时间、质量、货币等
的感性认识，这些内容与学生的生活
息息相关。

质量单位的教学，是低年级教学
的一个难点。小学阶段的12册教材
中，二年级下册有关《克和千克》的内
容共安排2个课时，三年级上册有关
《吨》的认识安排1个课时。学生要很
快记住常用的质量单位，会进行相应
的、简单的测量及换算。但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发现学生对质量本身，及质量
单位的由来、价值和意义不甚理解，甚
至一无所知。

（二）量感意识不够深入
“量感”的培养，源自有效的体验。

量感学习就是要让学生个体在数学学
习活动中，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
行为、认知和情感等多方面的参与，获
得对数学事实与经验的理性认知。通
过调查，发现量感意识不够深入。

学生接受知识必须是一个由易到
难、由少到多、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小学阶段量感的建立，是用一连串“感
觉如何”串起来的体验活动，而这样的
体验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让学生
动手、动眼、动脑，积极主动地去探索、
体验、构建，不断积累活动经验的同
时，更培养了学习品质，感受到了学习
数学的乐趣。这样的意识应该是每一
位教师和每一位学生都要具备的。

（三）质量体验不够深刻
人教版教材中，有关质量单位的

内容一共安排了3个课时。质量单位
的教学之困不仅源于学生的生活经验
和认知的特点和习惯，而且源于教师
对其渊源的理解和课程教学设计。对
于小单元内容的教学，教师往往容易

“简单处理”“匆匆而过”。教学的“匆匆
而过”，往往容易让学生的学习体验不
深刻、数学经验不丰富，量感体验流于
表面。

二、项目实践：
实验助力量感体验

（一）杆秤驱动研究，明确研究问
题

出示：一把杆秤，学生把玩怎样用
这把杆秤秤东西？介绍杆秤的历史资
料。

思考：制作一把杆秤主要考虑哪
些方面？

聚焦问题：制作一把杆秤需要哪
些材料？杆秤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二）借助数字天平，理解杠杆原
理

杆秤的物理学原理就是杠杆原
理，为了能较好地理解杠杆原理，我们
借助一个数学工具——数字天平。通
过数学小实验，学生发现杠杆原理的
本质，即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
臂，用符号就可以表示成F1×L1＝
F2×L2。实验数据如下（表1）。

通过观察记录数据及天平平衡的
现象，学生发现每组数据有这样的规
律：4×5＝2×10，3×8＝3×8，6×
2＝3×4。这就是天平平衡的原理。通
过这个公式F1×L1＝F2×L2，我们
发现，杆秤右侧的秤钩到支点的距离

L2，杆秤的左侧的秤砣F1是固定不变
的，当我们右侧秤钩上挂上的物品越
重，即F2越大，那左侧砣到支点的距
离越远即L1越大；反之，当F2越小，
L1就越小。学生通过对“数字天平”
的研究初步理解杠杆原理，为后面制
作一把简易杆秤做好知识储备。

（三）制作杆秤，丰富质量非标准
量

实验材料：杆秤DIY材料包、砝码
若干、实物若干。

实验过程：①明晰原理；②制作衡
器；③应用称量。

引导学生经历“明晰原理——制
作衡器——应用称量”的活动，在手、
眼等多种感官协同参与下，经历“质量
非标准量”的刻画过程，并制成一把杆
秤，将模糊的质量感逐渐清晰成手感
的定量刻画；而后引导学生经历应用
称量的活动，从纯粹的体感体验逐渐
引申到借助“数感”经验来衍生认识，
完成对“克”的定量刻画。通过“用”的
学习活动，来有效推进质量单位的认
识与体悟。

学生依托丰富的经验，与已经建
立参照的标准量相结合，通过大量的
体验活动，依托多种感官实现了对非
标准量的重构。这种重构的智慧是学
生在数学实验中大量的体验积累而成
的，这种体验正是丰富“计量单位”概
念表象的源泉。

（四）称量估计，推理1吨有多少
实验材料：杆秤、体重秤、台秤、一

个西瓜、一桶饮用水。
实验步骤：①拎一拎、抱一抱每样

物品，估一估每种物品多少数量的质
量是1吨；②称出1样物品的质量，完
成表格；③推算1吨有多少数量，填入
表格（表2）。

通过对熟悉素材的合理推算，来
进一步帮助学生强化对1吨的表象。
对三个素材的使用也是有所侧重，第
一个西瓜素材，意在进一步巩固1000
千克=1吨。第二个桶装水素材，意在
体验感知上，学生通过推算1吨有50
桶水，想象1吨水有多少，用三把米尺
与墙角构成正方体空间，让学生想象
1吨水的量，推算1吨水能用几天等，
用不同形式的数学实验与计算进步一
让学生感受这有分量的1吨，进而建
立1吨表象。第三个几个同学的体重
相当于1吨，虽然学生对于小数除法

没有接触，但是可以通过教师的帮助，
大约有几个同学来进行估算。而这又
是一个生活中活生生的质量，而且学
生亦是直观而特别感兴趣。在这样的
数学小实验中，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不断被逐步提升。

三、项目思考：
项目实践的后思考

（一）在解决问题中，调动经验，体
会量感学习的意义

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而言，其
在关注一些物体时，首先关注的肯定
是物体的大小、长短、颜色等这类表现
性的特点，这些都是学生可以直接看
到的。但对物体的质量并没有过多关
注，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在实际生活中
对克与千克接触较少，另外克这个单
位很小，学生对这个质量单位的感受
并不太深入。由杆秤引出问题，能够有
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激活他们的
思维，让学生学习处于主动状态中，使
其愿意接触克和千克的知识，并且在
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拓展非标准量的
质量感，让量感体验真正发生。

（二）在项目探究中，建立标准，选
择合适估量的方法

质量观念的建立，需要教师给学
生提供体验的机会，并给予及时的指
导。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
多种材料，让学生通过对材料的反复
体验，积累估计物品重量的经验，初步
建立质量观念。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
将如何借助参照标准进行估重作为教
学重点，设计“看谁拿得准”的游戏和

“找替身”的活动，引导学生掌握一定
的估重策略。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把经历积淀成经验，才能逐步建立质
量观念，避免出现对质量单位的认知
偏差。

（三）在拓展项目中，丰富参照，充
分体验无形到可感

量感的建立，依赖长时间的积累
和应用，需要学习者通过活动充分感
受和体验。教师用任务驱动的形式让
学生进行调查、实践，真正把“秤”还给
学生，让学生触摸真正的质量，才能让
量感真正发生。在学生了解了秤及杠杆
原理之后，教师将学生分组，学生自己
制作杆秤，制作完成再自由进行称重。
在此过程中，学生掂量了50克、100克
……有规律的非标准量的质量感。不断
称量的过程让质量由无形到可感。通过
这种数学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
掌握有关克与千克的知识，更加全方位
地了解衡器，丰厚量感体验。

1个
西瓜

物品

称出1个质量
推算1吨数量

1桶
水

1个
儿童

天平
是否平衡

是
是
是
是
是

物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左侧砝码（个）
符号：F1

1
1
4
3
6

左侧距离（格）
符号：L1

4
4
5
8
2

右侧砝码（个）
符号：F2

1
2
2
3
3

右侧距离（格）
符号：L2

4
2
10
8
4

（表1）

结语

反复掂“量”，“秤”出量感
——“秤的奥秘”实践与思考

宁波市海曙区海曙中心小学 叶盈盈

【摘要】“量感”是对量的一种直觉，在常见的量——“质量”的学习中，由

于质量是对事物客观属性的一种描述，它不能通过直接的“看”获得，而是需

要丰富的“做”，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量感的建立，构建“质量”的项目化

学习。

【关键词】质量单位；项目化学习；数学实验；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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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量感是一种感受、一种意识活动，它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作为教师，不仅要帮助低年级的
学生建立量感作为今后学习数学的基石，更要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丰富学生视野，在实际生活中促进学生量感的建立、经验的积
累、数学素养的提高。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3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曹优静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