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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经历数学知识
的 形 成 过 程

———《统一长度单位》教学片断及反思

湖北省武汉市教科院教研室 马青山

背景与导读
《统一长度单位》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人教

版) 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 1 课时。它是数学教材中新增加的
教学内容，是在学生已经对长、短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会直
观地比较一些物体的长短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教材在编排上非
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注意呈现知识的形成过程，注意让学生在
亲身经历的类似的创造活动过程中学习数学知识，感悟数学思想，
获得数学活动的经验。因此，本课最主要的设计思路是给学生提
供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 观察、操作、分析、比较、推理、交流等) 的
机会，通过“小精灵的魔术”、“混乱的长度”、“我们的思考”、“有
趣的故事”、“标准的选择”、“零乱的物品”等六个板块，让学生经
历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

片断与反思
［片断一］
小精灵的魔术。
师:同学们，小精灵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你看，他来

了———
( 教师演示课件: 小精灵变出两条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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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精灵在考我们呢，他问我们这两条线哪一条长些? 哪一
条短些?

生:下面的一条长些，上面的一条短些。
师:是吗?
( 教师演示课件: 小精灵用小魔棒比划两条线段的长短。)
师:原来———
生齐:———一样长!
师:小精灵又要表演魔术了，你看———
( 教师演示课件: 小精灵变出一顶帽子。)

师:小精灵又在考我们呢，他问我们帽子的宽和高是不是一样
长?

生齐:不是!
师:到底是不是呢?
( 教师演示课件: 小精灵用小魔棒比划高和宽。)
师:原来是一———样———长!
生:哎———
师:看来我们的眼睛也常常会发生错觉。要想知道物体的长

度，我们就应该去量一量，就像小精灵他用他的魔杖作标准去量，
我们也可以找些物品作为我们的标准去量。
［反思］
通过“小精灵的魔术”，学生既生动地回顾了比较物体长短的

旧知，又真切地感受到测量物体长度的需要。更妙的是为小精灵
设计的小魔棒，正是小魔棒两次轻轻地比划，启发了我们测量物体
的长度要有物品作为测量的标准。
［片断二］
混乱的长度。
师:比如，我们要量这本新书( 教师出示数学课本) 的宽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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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就是它的这条边有多长( 教师比划) ，那么我们可以找些什
么物品作为量的标准呢?

生1 :我找三角片。
生2 :我用硬币。
生3 :我用曲别针。
生4 : 我想用方木块。
……
师:行，咱们就两人一组动手来量一量吧!
( 教师巡视、指导，学生用不同的物品作标准测量课本的宽。)
师:都量完了吧，哪个组来说一说你们小组量得的结果?
生1 :我们小组我是用硬币量的，× × ×是用曲别针量的。我

量得课本宽大约有 7 个硬币那么长，× × ×量得课本宽大约有 5
个曲别针那么长。

生2 :我们小组我是用方木块量的，量得课本宽有 15 个方木块
那么长;生甲是用硬币量的，量得课本宽有 7 个硬币那么长。

生3 :我们小组我是用三角片量的，量得课本宽有 4 个三角片
那么长;生乙是用方木块量的，量得结果和生2一样，也是 15 个方木
块那么长。

师:哎，我们量的都是数学课本的宽呀，量的结果却各不相同，
有的是 7，有的是 5，有的是 4，还有的是 15，这是为什么呢?

生:因为我们用的物品不一样，有的是硬币，有的是曲别针，有
的是方木块，还有的是三角片。

师:那我又有问题了，为什么有的人量的结果又相同的呢? 比
如说生1和生甲量的结果都是 7，生2和生乙量的结果都是 15，那这又
是为什么呢?

生:因为生1和生甲用的物品一样，都是硬币，生2和生乙用的物
品一样，都是方木块。

师:好的，我们再用我们手中的物品作标准来量一量其他物体
的长度，比如说文具盒的长度、课桌的长度，好吗?

生齐:好!
( 教师巡视、指导，学生分组测量文具盒的长和课桌的长。)
师:都量完了吧，哪个组来说一说你们组量的结果?
生1 :我们组是量的文具盒，量得文具盒有 5 块橡皮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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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 :我们组量的课桌，课桌有 7 枝铅笔长。
生3 :我们组也是量的文具盒，我们是用硬币量的，量得有 11

枚硬币那么长。
［反思］
在“混乱的长度”里，安排了两次测量活动，帮助学生从两个

方面体会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性。第一次是让学生用不同的物品
作标准去量同一长度( 数学课本的宽) ，结果同一长度量得的数据
却各不相同，第二次是让学生用不同的物品作标准去量不同长度，
结果不同长度量得的数据却有的相同。正是这些“混乱的长度”，
引发了学生的认知冲突，使学生体会到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使学
生不得不去思考。
［片断三］
我们的思考。
师:同学们，我们进行了两次测量，你们比较一下两次测量的

结果，你有什么思考? 你有什么疑问?
生1 :我发现一个问题!
师:请说———
生1 :我们量得课本的宽是 5 个曲别针长，量得文具盒的长是 5

块橡皮长，它们的长都是“5”，但它们并不一样长。
师: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它们的长都是“5”，但它们并不一

样长呢?
生1 :因为两次用的物品不一样，一次是曲别针，一次是橡皮。
生2 :老师，我也发现我们量的课本的宽和黑板的长虽然都是

“7”，但它们并不是一样长的，黑板要长的多。
生3 :老师，我还发现一个很怪很怪的现象。
师:咦，什么怪现象? 说说大家听听!
生3 :长的比短的短，短的比长的长。
师:这话怎么讲?
生3 :你看，课本的宽是 15 个方木块长，文具盒应该长些吧，但

它只有 11 个硬币长。“11”比“15”小啊，这不是“长的比短的短，
短的比长的长”吗!

师:同学们，你们的比较与思考都非常地有意义! 正是因为用了
不同的物品作标准，也就是用了不同的长———度———单———位( 出示



5

课题: 长度单位) 来量物体的长度，才使得我们量得的结果各不相同、
与事实不符，才长短颠倒，才闹出“很怪很怪的现象”。所以，再要测量
物体长度的时候，我们选择作标准的物品就应该———

生1 :相同。
生2 :同一种物品。
生3 :一样的物品。
师:对! 也就是要“统一”，要用统一的物品，要有统一的标

准，要把长度单位“统一”( 补充课题:统一) 。
［反思］
经历了“混乱的长度”，学生有疑问，但更有思考，也不乏来一

点调侃。他们在比较中发现了真理，这就是在测量物体长度的时
候，我们要选择统一的标准，要有统一的长度单位; 他们在发现中
迸发出创造力的火花，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数学学习的价值。
［片断四］
有趣的故事。
师: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了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

性。让我们一块儿回到古代看看吧———
师:在测量长度时，英国的查理曼大帝说“用我的脚长作标准

来测量”，我们中国有的人是用一拃一拃作标准来测量。

师:这时，就发生问题了，同学们，你们看，同一块布，如果用脚
长作标准来测量就有 3 个标准长，如果用一拃作标准来测量就有
5 个标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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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所以，他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争执不下，就扭打起来了!

师:看来统一长度单位是非常必要的，你们说对吗?
生齐:对!
［反思］
经过紧张的思考，严谨的推理，我们听一听“有趣的故事”，看

一看精美的动画，放松一下心情，这也是张弛有道，更给我们的课
堂平添了一种“韵”味!
［片断五］标准的选择。
师:我们现在明白了，在测量物体长度的时候，我们应该选用

统一的长度单位，那同学们认为选择什么物品作统一的长度单位
比较合适呢?

生1 :我认为还是方木块比较合适。
生2 :我也认为方木块好。
师:那好，下面就请各组同学们，拿出你们统一的长度单位，是

什么———
生齐:方———木———块!
师:对，方木块! 用方木块再来量一量我们的文具盒有多长?
( 学生用方木块量文具盒的长。)
师:来，说一说，你们小组量得的结果是多少?
生1 : 24 个方木块长。
生2 :也是 24 个方木块长。
生3 :一样的! 24 个方木块。
师:我们的文具盒都是一样长的，都是 24 个方木块长。我们

数学课本的宽呢? 同学们再用方木块量量看。
( 学生用方木块量课本的宽。)
生1 : 15 个方木块长。
生2 :是 15 个方木块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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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具盒有 24 个方木块长，课本的宽要短一些是 15 个方木
块长。这样的结果才是符合事实的，可见，统一长度单位是我们实
际生活的需要啊!
［反思］
选择什么物品作为统一的长度单位呢?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又一个问题。同学们凭借前面多次的操作、比较，他们做出了自己
的选择———方木块，当然，这是初步的、是“原始”的，只是相对于
其他物品而言的。如果我们在测量物体长度时把一些方木块连成
一排，然后由厚变薄，再标上刻度，那将会是什么呢?
［片断六］
零乱的物品。
师: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几种蔬菜———
( 教师演示课件:由零乱到整齐。)

师:它们的长短还会不会乱糟糟呢?
生:不会，可以用方格作统一的长度单位来量一量。
师:好，那这里的每种蔬菜大约有几个方格长呢? 这道题也就

是我们课本第 2 页“做一做”的第 1 题，请同学们在书上完成。
……
师:同学们再看，这里有一些文具———
( 教师出示课件: 一些零乱的文具，小精灵问: “估一估，这些

文具大约有几个方木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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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打算怎样估呢?
生:我想先把它们摆整齐，把它们都和方木块的左边对齐。

( 课件整理文具。)

师:这道题也就是我们课本第 2 页“做一做”的第 3 题，请同
学们在书上完成吧。
［反思］
将课本上整齐摆放的物品以零乱的状态呈现在学生们的面

前，让他们去想办法怎样估计每种蔬菜大约有几个方格长? 每种
文具大约有几个方木块长? 这更大地发挥了课本习题的功效，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估计意识，而且培养了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数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点评与拓展
本篇案例设计了丰富多样的探索性操作活动，以培养学生探

索数学问题的兴趣和创新的意识; 组织了有趣的学习内容，让学生
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 还原了数学生动活泼的建构过程，以帮助学
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注重了让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让
学生亲身经历类似的创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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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学走进生活
让生活融入数学

———《估算》的教学片断及反思

湖北省葛洲坝明珠学校 黄 晶

背景与导读
《估算》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人教版) 二年

级上册的教学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现代人对
纯粹计算的要求越来越低，而估算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
应用，发展学生的估计意识，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也就显得十分重
要。

本节课教学之前，我校高年级的同学开展了一系列的秋游活
动，看到我班同学眼中流露出的深深地渴望，我便萌发了利用二年
级同学秋游活动的机会进行估算教学的想法。这节课中，我以学
生渴望的秋游活动为题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探究知
识的欲望和激情，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片断与反思
［片断一］
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已经批准了我们二年级同学去

秋游，目的地是我们宜昌市的野生动物园。
( 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有的同学已经兴奋

地跳了起来。)
师:关于秋游的具体事情，比如说人数、交通、经费等问题，还

需要和同学们好好商量一下，请大家动动脑筋，为这次活动出出好
点子。

师:野生动物园位于宜昌市郊区，距离学校大约有 40 千米，这
么远的路程，步行是不太合适的，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生1 :王明的爸爸是开车的，可以请他送我们去。
生2 :不行、不行，他的车只能坐我们一个班，其他班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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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3 :那么我们坐公共汽车吧，不过中间要转车，挺麻烦的。
生4 :我妈妈单位组织去玩就是在汽车公司租车，要么我们也

去租车吧!
( 话音一落，有不少同学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师:那么，同意租车的同学请举手表示。
( “哗”的一下，全班同学纷纷举起了小手，看来大家是一致同

意租车了。)
［反思］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

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学习就会成为
学生的负担。在这节课中，我以学生最感兴趣的“秋游”为切入点，
从一开始就将活动的自主权交给了学生，让他们自主地解决交通问
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才是这次活动真正的组织者，并以最大的热
情投入到活动之中。我想:有了这种情绪高昂的状态，有了这种兴
奋快乐的心情，那么，今天的课堂必将是学生们的幸福乐园。
［片断二］
师:刚才大家都同意租车，那么，应该租几辆车呢?
生1 :那要知道三个班一共要去多少人。
生2 :我们要根据去多少人来决定租几辆车。
师:怎么样才能知道一共去多少人呢?
生1 :这太简单了，只要把三个班的人数合起来就行了。
生2 :我们班的人数是 33 人，一班和二班的人数我们不太清

楚。老师，你知道他们的人数吗? ( 该生边说边拿出笔和纸，看样
子准备笔算，许多同学也纷纷效仿。)

师:我知道一班有 40 多人，二班的人数和我们班差不多。
( 学生一下子愣住了，拿着笔不知道往下该如何列算式。)
生:老师，这可怎么算呀?
师:是呀! 这怎么算呢? 我们需不需要算出准确的人数呢?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并不需要算出准确的结果，只要估算出大致的
结果就可以了，你们说是吗?

( 学生沉思片刻后豁然开朗，纷纷放下纸、笔，积极地讨论起
来。)

生1 :老师，我知道了，二班人数和我们班差不多，两个班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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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大约有 70 人，加上一班的 40 多人，合起来大约是 110 人。
生2 :我们班大约有 30 人，一班大约有 40 人，二班大约有 30

人，那三个班合起来大约有 100 人吧!
师:刚才大家说的110人或100人，是我们二年级的准确人数吗?
生:不是。
师:那它们又是如何得出的呢?
生: 110 人和 100 人是我们估计出来的三个班大约的人数。
师:对!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把这样的

计算叫做估算。
［反思］
学生在计算三个班的总人数时碰到了困难，发现用已学的知

识还不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产生了新的认知需要。这
种认知需要能激起学生的学习潜能，促使学生主动寻找解决问题
的办法。这种认知冲突的经历是促使学生学习的宝贵经历，它能
让学生的思维在碰撞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片断三］
师:我们三个班的总人数大约有 110 人，每辆车限乘 40 人，那

么需要租几辆车呢? 请大家小组内先讨论，再交流。
( 学生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各抒己见。)
师:现在，请各小组派代表发言。
生1 :我们组是这样想的，我们想一辆车可以坐 40 人，那么两

辆车就能坐 80 人，三辆车就能坐 120 人，所以，需要租三辆车。
生2 :是呀! 我们二年级学生大约有 110 人，再加上老师们，可

能有 120 人，每辆车限乘 40 人，三辆车应该够了。
师:说的太棒了，非常感谢你能为老师着想，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生3:我们组的想法是这样的，一班人数是 40多人，需要一辆车，我

们班和二班人数都接近40人，各需要一辆车，总共要三辆车。
师:刚才大家的发言十分精彩，利用不同的方法估算出了需要

几辆车，真是太棒了!
［反思］
在这一教学片断中，学生能灵活地运用估算的方法来解决问

题，有的学生甚至想到了用除法的平均分来解决问题，这充分说明
了学生的思维是相当活跃的。那么作为老师，就必须具有整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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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关注学生，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打好基础。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
学过除法的知识，但当学习了除法以后，他们一定会为自己今天的
聪明能干而自豪。
［片断四］
师:参观动物园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那我们中午吃什么呢?

嗯———我们就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吧! 请同学们帮老师算一算，我
带 100 元钱够吗?

矿泉水 21 元
面 包 48 元
水 果 19 元

生1 :我把矿泉水看成 20 元，面包看成 50 元，水果看成 20 元，
这样三样合起来大约要 90 元，老师带 100 元够了。

生2 :我和你的算法不一样，我先用笔算得出买这些东西一共
要 88 元，88 元大约是 90 元，比 100 元少，所以带 100 元够了。

生1 :我觉得我的算法不需要动笔，比你的算法快一些。
师:还有其他的算法吗?
生3 :我把矿泉水的 1 元加在水果中，水果就是 20 元，矿泉水

也是 20 元，合起来是 40 元，加上面包的 48 元，100 元够了。
［反思］
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各种情境，引导和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

进行估算，大力提倡算法多样化、个性化。有的学生是将数据先取
近似数后再合起来，有的学生是先求和后再取近似数，还有的学生
是利用加法的简便算法得到结果。这充分体现了人人学有用的数
学，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理解数学、运用数学的教育新理念。
［片断五］
师:本次活动的人数、交通、经费等问题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最

后，请大家将每人费用的总和估算一下，把钱交给班主任老师，活
动结束后，多退少补。( 教师在黑板上公布本次活动每人所需的
费用。)

车 辆 每人 9 元
门 票 每人 22 元
午 餐 每人 4 元
保险费 每人 11 元

( 学生自由结合成若干小组，将自己估算的钱数说给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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