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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介绍我是谁向你介绍我是谁

        大家好，我是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中心小学的赵诚，是朱乐平名
师工作站第2组的学员，很高兴能在“一课研究”的微信平台与您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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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有哪些本期内容有哪些

１１.听一听听一听：《为什么要做思维可视化》《为什么要做思维可视化》
２２.读一读：四年级学生对读一读：四年级学生对“数与计数单位数与计数单位”的认识现状及分析的认识现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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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胡静波、鲍贤清《让学习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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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阅读８分钟坚持阅读８分钟

四年级学生对“数与计数单位”的认识现状及分析

研究缘起研究缘起

        在2020年南湖区四年级小学数学期末卷上，有这样一题：

全年级758人，得分率是66.7%，面对如此简单的一题，得分率却没有想
象中那么高，这也激起了我探究的欲望，这里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测评点分析测评点分析

        本题看似是一题简单的填空题，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本题的包含了大数
的读写，数数，整十万数的退位，相邻涵义的理解等知识点。同时本题还考查
了学生提取关键信息，辨别数值和计数单位，选择合适方法数数，整十万数的
退位等能力点。可见，要解决这个填空题，包含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还是非常丰
富的，没有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错因分析错因分析

       我选取了任教两个班共90份样本进行分析，其中错误样本共26份，大部
分是两空全错的，少部分是错一空对一空的情况。90份样本共180分，共失50
分，我把学生的错误答案进行了梳理，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错因错因1：数与计数单位混淆：数与计数单位混淆
        本题失分共50分，其中的33分是因为把“十万”理解成计数单位，学生审
题没有看到“数”这个关键信息，误答成了百万和万，如下图：

一小部分孩子写成了千万和万，但错误的根源是一致的。
对这些孩子我进行了访谈：
师：这道题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生1：我是数过去的，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理解成了计数单
位。)
生2：我是画了个表，数过去的。（画了简化的数位顺序表，理解为考察计数
单位。）
师：现在你再仔细读读题目，有什么信息遗漏吗？



生：哦！是两个数，那应该是九万和十一万。（访谈 9人中有4人如上回答。）
师：相邻一般指的是前后相差1，现在你再想想，正确答案应该是多少？
生：100001，呃……99999。（略显吃力。）
        “十万”既可以看成是一个数，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计数单位，具体表示何种
意义，我们应该放到具体情境中去中思考，而学生缺少辨别两者的能力，无法
精确提取有价值的数学信息，从而导致解题错误。
        数与计数单位都有自己的特定涵义，但在一些特定的情景下，他们的外在
表象却是相同的。这为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设置了障碍。
错因错因2：数数选择错误：数数选择错误
        因为数数的选择错误，失分共12分，基本上都是答了九万和十一万，个
别学生填对一个空，填错一个空，如下图：

这类错误的孩子我也进行了访谈：
师：这题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生1：我就是数过去的，九万，十万，十一万。
（1、惯性思维，本学期学了大数的认识，一万一万数。2、题目表征问题十
万，九万和十一万。思考：如果题目表征为思考：如果题目表征为10万或万或100000，学生的错误率会，学生的错误率会
怎么样？怎么样？）
师：你这题一个对了，一个错了，你怎么想的？
生1：我就是这样数过去的，可能数习惯了。
生2：后一个就是加1，前一个应该是减1，就是9万。
        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常常在数数，数数的方法很多，可以一个一个数，十
个十个地数，一万一万数，本题没有明确告知，而且本学期刚学了大数，学生
的思维因为惯性停留在大数上，造成了一万一万数的答案。学生数数看到的
是“十”加万这个计数单位，于是相邻两个数形成了十加一万和十减一万两个错
误答案。说明学生在解题时没有深入思考，凭感觉凭习惯来做。
错例错例3：退位困难：退位困难
退位困难，这个错例的失分有5分。主要的错误是退位的时候写成了9999。



学生访谈如下：
师：这题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生1：我就是想100000，加1是100001，减1是，呃。。。。99999，写错
了。
生2：十万加一就是十万零一1，前一个应该是减1，就是（10-1)就是9万。
通过对错例3的学生访谈，我发现孩子在写比十万少一的时候有困难，在谈话
中问到十万减一的时候，有学生就用10减1，就成为了9万。孩子们回答起来明
显会有一个顿挫，思考比十万加一要多花时间，十万本身因为数位比较多，读
写本就比较复杂，本题十万要退一，六位数退一变成五位数，部分孩子有困
难，还有的写成9999，这类情况我把他们归为退位困难。

教学启示教学启示

      根据对学生错误成因访谈和分析纠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教学启示：
        启示一：强化意义教学，辨清启示一：强化意义教学，辨清“数数”与与“计数单位计数单位”
       在教学计数单位的时候，教师一定要从计数单位的本质意义上渗透，明确
计数单位的作用和意义。同时要强化计数单位、数、数位的对比。例如表象上
看到“十万”，具体表示哪种意义，我们要根据实际题目来分析，根据或明或暗
的提示，突围表象，辨清数与计数单位，明白两者的区别，数是一个具体数，
计数单位是数数的时候用到的基本单位，十个十个地数，计数单位就是十，一
百一百地数，计数单位就是百。引导学生不能被这个“十万”的表象所迷惑，凭
感觉填空，务必做到结合具体情景来进行分析和审题。
启示二：双重编码，强化应用启示二：双重编码，强化应用
       心理学家佩维奥是双重编码理论的提出者，他强调在信息的贮存、加工与
提取中，语言与非语言的信息加工过程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在新版教材中，我
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容，要求学生自己说一说，同桌或者小组一起说一说，在
数与计数单位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亲身经历，一边拨计数器，一边数数的教
学过程，明确每拨动一颗珠子就是一个计数单位，数的本质就是计数单位的累
加结果显示，同时强调除了语言上的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多途径
认识和体验数和计数单位，了解数的组成和本质意义。
        启示三：加增减退，数数建模启示三：加增减退，数数建模



        回溯教材，在涉及数数教学的时候，往后数的例题较多，因此也就造成了
学生往后数正确率高于往前数，往后数数位可能会增加，往前数的话，数位减
少，从学生的访谈来看也确实明显作答时间要花的更久一点，因此在教学时可
以增加整十万数，整百万数这样的大数相邻数字的专项模型练习，让孩子知
道，再靠近这些数字的时候，相邻的数字可能会增加或减少数位，在脑海中建
立模型，尤其是往前减1数位减少的情况要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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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笑笑一笑

数字是不会骗人的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老师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一座房子，如果一个人要花上10天盖
好，10个人就只要一天。240人只要花1小时就可以盖好了。”
      一个学生接着说：“14400人只要1分钟就。此外，如果一艘轮船横渡大西
洋要6天，6艘轮船只要1天就够了。4杯25℃的水加在一起就变成开水了！数
字是不会骗人的！”



审核人：谢树样      章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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