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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辅助学习资料 

数字 1–10 

在本单元中，学生回答有关有多少物品的问题。学生数出并比较 10 以内的组，并写出数

字来表示有多少。 

A 部分：计算并比较物品组 

在本部分中，学生将他们看到的数量与数数时说出的数字联系起来，回答有关“多少”的

问题。他们重新排列和计算物品组，并注意到物品的排列不会影响物品的总数。学生比较

一组物体并使用“更多”和“更少”的表达用语，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新的。例如，学生

可以将一组 7 个物品与一组 2 个物品进行比较。 

B 部分：计算并比较图像组 

在本部分中，学生首先第一次数图像。这对学生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因为图像无法重新

排列，并且记录他们数过的图像可能更困难。学生数出线条、阵列、五框图、数字立方体

排列和手指上的图像组。 

 

 

学生计数并比较排列在五框图上的图像，以及整个部分的手指图像。这些图像具有 5 及更

多图像的结构，有助于学生从 5 开始数来确定有多少个图像。 

C 部分：联系数量和数字 

在本部分中，学生第一次写出数字来表示数量。学生继续 B 部分的任务，计数有组织的

图像组，并开始计数排列成圆圈的图像，这要求学生想出一种方法来记录他们数了哪些图

像。学生还通过数出物品组和绘制图像组来表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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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学生将左侧的书面数字与页面右侧的点一一对应。 

 

D 部分：比较数字 

在本部分中，学生比较书面数字。学生们发现，随着数数，数字越来越大，而且每次都会

多出 1 个。他们发现比给定数量或一组物品多 1 个和少 1 个。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比较

书面数字： 

• 创建每个数字的示意图，并借助示意图进行比较。 

• 运用数字的心理图像或数字感。 

• 利用计数序列的知识，并知道计数序列中后面的数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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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试试吧！ 

在本单元即将结束时，要求学生比较两种数量的物品（铅笔、杯子、水果等） 

可能有助于学生解题的问题： 

• 你有多少 _____ ？（对两组物品重复上述操作。） 

• 哪一个多一些？哪一个少一些？ 

• 你是如何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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