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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年笔者赴香港参加“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面积”问题

笔者一直在研究。在追根溯源，读懂知识本质；寻找关联，读懂上位观念；分析

学情，读懂学生困惑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赴港后，笔者结合香港教材的

优点，从核心问题结构化、学习活动序列化、学习工具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丰富

与充实。首先，设计“面在哪里、谁大谁小、有多大”三个结构化的核心问题。

帮助学生明晰面积的度量对象、明确比较方法、最后量化面的大小。其次，设计

序列化的学习活动，细化比较面积的方法，帮助学生从直观、直接比较过渡到自

定义单位比较面积。最后投放多种学习工具，如不同的度量对象，能密铺、不能

密铺的度量单位等，让学生进一步感受面积就是对面的大小进行刻画，其本质就

是为面的大小赋值。 

 

【正文】 

有关研究表明，学生对面积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对公式的记忆”这一层面，

而没有真正将对面积的理解与面的大小建立联系[1]。由此，引发笔者思考：面积

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面积概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北京教育学院彭纲博士的指导下开始研究。 

一、追根溯源，读懂知识本质 

在《几何发现》一书中，面积是这样定义的：一个平面图形的面积就是这个

图形所围区域的测度。 

张奠宙等人在《小学数学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面积：物体的表面是一个二



 

维的图形，直观地感觉它所占有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大小。对一个二维图形的表面

进行度量以后，用一个“数”表示它的大小，称这个数为该图形的面积。可以看

出，面积的本质是度量。度量，要经历简单的定性描述到精确的定量刻画的过程。

二维图形是面积的度量对象，“数”是面积的度量结果，而如何得到这个“数”，

需要度量标准与度量方法。 

二、寻找关联，读懂上位观念 

度量的本质在于表现事物某些指标的顺序[2]。对事物属性的度量往往通过测

量活动得到。《幼儿数学核心概念》一书指出，测量的核心概念包括对事物属性

的认识，用相同属性的事物作为标准与被测物体进行比较，并且得到一个精确量

值。度量对象、度量标准、度量结果构成了度量的“三要素”。 

刘加霞教授提出了“度量意识”。她认为：度量意识就是让学生初步从整体

上感知、了解度量的共同特征，整体感知度量的结构，感受“度量单位”的价值
[3]。 

度量“三要素”是度量具有的共同特征，即确定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作为度

量对象，选择该属性的单位作为度量标准，通过比较活动得到度量结果。度量标

准作为连接度量对象与度量结果的中介，在学生度量意识的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 

三、分析学情，读懂学生困惑 

根据面积概念的本质，围绕度量对象、度量标准和度量结果，设计前测，了

解学生的困惑。 

第 1题：用彩笔涂出下面图形（如图 1）的面。 

测试结果：学生能找到并准确涂出图形中的面。 

 

图 1  前测题目第 1题 

 

第 2题：上面的四个图形中，图（    ）的面最大，图（    ）的面最小。 



 

测试结果：学生能借助直观准确区分面积相差较大的图形，如果图形面积较

接近，学生无法直观比较。 

第 3题：比较图 1○1  与图 1○4，要知道哪个图形的面更大，你有哪些方法？

（写一写或画一画） 

测试结果：学生有多种方法比较面的大小。约 21%的学生通过重叠、剪拼的

方法得到比较的结果。约 33%的学生通过刻画面积比较面的大小，刻画面积的方

法有用小方格密铺或用面积公式计算等。受到周长概念以及一维长度测量的负迁

移，还有约 33%的学生，通过边的长短或周长比较图形的面积。约 13%的学生不

知道如何比较面的大小。 

从第 1题的测试中发现，学生虽然能找到面、涂出面，但还不清楚面积的度

量对象是面，没有建立度量对象、度量结果与度量单位之间的关系。基于此，要

帮助学生形成对度量对象、度量标准、度量结果的认识，就要从度量“三要素”

的角度整体感知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培养学生的度量意识。 

四、设计方案，实施课堂教学 

2021年笔者赴香港参加“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结合香港教材

的优点，从核心问题结构化、学习活动序列化、学习工具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丰

富与充实。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面积概念，培养度量意识，笔者在读懂学生

困惑的基础上，设计并实施“什么是面积”一课的教学。 

（一）由线到面，明晰度量对象 

线段的长短是对一维空间的度量，面的大小是对二维空间的度量。它们是学

生最容易混淆的度量对象。选择周长相等，面积不相等的长方形与正方形，创设

粉刷长方形、正方形墙面的情境，直观感受点动成线、线动成面。区别线段与面

是两个不同的度量对象。创设摸数学书、语文书、1 元硬币、1 角硬币和树叶等

物体表面的活动，感受面在体上，一个物体有不同的面。通过活动，唤醒学生对

面的生活经验与数学经验，明晰面积的度量对象是面。 

（二）比较大小，选择度量标准 

刻画面的大小，是一个由粗糙到精细、由定性到定量的过程。不管是直观比

较，还是运用重叠、剪拼的方法比较，其本质都是将两个度量对象中的一个作为

标准，与另一个进行比较，从而得到两个面的大小关系，是对面大小的定性刻画。 



 

面积，是对面的定量刻画，其本质是借助度量标准，刻画度量对象中有多少

个度量标准。这一过程，既是比较面大小的过程，又学生认识自定义面积单位、

通用面积单位的过程；既是认识面积单位重要性的过程，也是确定面积单位形状

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设计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比较活动，帮助学生认

识面积单位。 

第一，比较物体表面，谁大谁小？怎么知道的？借助开课时认识的数学书封

面、语文书封面、1元硬币的正面和树叶表面，说明物体表面的大小关系。学生

从直观比较中，一眼看出数学书封面比 1元硬币的正面大、比树叶表面大；从数

学书封面与语文书封面的重叠中发现这两个面一样大。总结比较面大小的方法：

选择其中的一个面为标准，直接观察、重叠比较。 

第二，比较封闭图形，谁大谁小？怎么知道的？借助周长相等、面积不相等

的长方形、正方形墙面作为讨论素材，设计开放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三类学

习材料。第一类，模拟“墙面”用的长方形、正方形卡纸多套。第二类，作为度

量标准的线、直尺、小长方形、小正方形、等腰直角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圆

等实物若干。第三类，剪拼用的剪刀。 

提供多套模拟墙面用的素材，既为学生呈现多样的面积比较方法提供可能，

又为学生选择面积单位的形状提供了素材。通过学生的操作活动，帮助学生理解

面积概念——选择一个面积单位与被测量的面进行比较，得到一个量值。 

从学生的交流与汇报中形成两点共识，第一，比较面大小的方法多样。不管

是借助剪拼进行比较，还是借助度量标准进行比较，都能知道哪个面大、哪个面

小。第二，度量标准的形状与作用。学生会发现测量长方形与正方形面的大小时，

圆不能密铺、小长方形不一定刚好密铺；三角形的形状多样，既有不等边三角形，

又有等腰直角三角形，不适合作为面积的规范度量标准。用度量标准度量，可以

得到一个数，这个数能让面积大小的比较更方便。 

（三）精细刻画，确定度量结果 

面积的本质是为面赋值，是对面大小的定量刻画。学生在活动中认识了度量

的对象，在比较面的大小中找到度量方法，确定了度量标准。为了让学生认识到

“数”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比较活动的基础上，设计核心问题“大多少，怎么

知道的”，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借助度量结果说明理由。由此总结，物体表面或封



 

闭图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面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来表示。 

（四）再研标准，链接对象与结果 

度量对象、度量标准和度量结果，既是度量的“三要素”，也是度量的共同

特征。为此，学生既要分别认识“三要素”，更要认识到“三要素”是一个统一

的整体，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通过核心问题“要知道面积到底有多大，应该注意些什么”，组织学生进

行回顾反思活动。学生围绕观察、重叠、剪拼、数等度量方法讨论，围绕是否

密铺进行交流，围绕度量标准的选择进行说明。最后通过板书（如图 2），将

概念中的关键词“物体表面、封闭图形”与“度量对象”建立联系；将“大

小”与“度量结果”建立联系；将“测量面大小的正方形”与“度量标准”建

立联系，帮助学生感受面积就是对面的大小进行定量刻画，其本质就是为面的

大小赋值。

图 2  基于度量要素的结构化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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