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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活动体验　 建立丰富表象　 发展空间观念

———以 “体积和体积单位” 教学为例

李区婷， 梁美玲， 唐剑岚

（广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 “体积和体积单位” 是小学数学 “空间与图形” 中最基本的教学内容， 也是培养学生空

间观念的良好载体。 如何让学生理解该知识点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在传统教学中， 教师主要通过积

木教具展示的方式来破解难点， 但难以让学生直观感知体积和体积单位的本质。 研究者尝试运用 Ｈａｗ⁃
ｇｅｎｔ 皓骏动态数学技术， 加强实验操作、 直观感知、 猜想验证等数学活动的体验， 帮助学生建立丰富

的表象， 助力学生理解数学本质的同时， 发展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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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课背景与问题

“体积和体积单位” 选自北师大版数学五年

级下册的内容， 是学习了面积、 长方体等知识后

的重要内容， 也是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的良好载体。
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是体积和体积单位的概念。
在传统教学中， 很多教师主要通过讲解以及用积

木教具展示的方式来破解难点， 难以增强学生对

数学活动的体验， 难以建立和丰富学生对体积和

体积单位的表象。 笔者尝试运用 Ｈａｗｇｅｎｔ 皓骏动

态数学技术， 加强实验操作、 直观感知、 猜想验

证等数学活动的体验， 在启发提问的作用下， 帮

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表象， 助力学生理解数学本质

的同时， 发展空间观念。

二、 创课设计与实录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指

出： “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 ［１］针对传统教学中

的不足， 结合课标理念和现实诉求， 笔者对 “体
积和体积单位” 教学进行创课思考。 一方面， 以

贴近学情的生活经验为起点， 创设问题情境， 运

用 Ｈａｗｇｅｎｔ 皓骏动态数学技术， 让学生经历 “看
一看、 做一做、 摸一摸、 量一量” 等基本数学活

动， 生动形象地突出体积和体积单位的 “原型”，
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表象， 引导学生经历和体验

类比、 联想、 归纳等数学活动， 并用自己的语言

表述体积的概念； 另一方面， 让学生动手操作

Ｈａｗｇｅｎｔ 皓骏动态积件， 直观感知和建立 “体积

单位” 的表象。
基于上述的创课思路， 以下是 “体积和体积

单位” 教学片段的创课实录。
师： 同学们， 老师手里有一个苹果和一个土

豆， 你们觉得它们哪个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