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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高年级
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张连荷

　　

[摘要]数形结合思想的核心在于将看似无形且抽象的数学概念和理论,通过直观的图形、图像或实物模型进

行具象化表达,从而让小学生更容易理解.这种方法不仅能够降低数学学习的难度,帮助学生建立起数学概

念之间的联系,还能加深他们对数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本文重点探讨了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

教学中的运用,并分析了其优势.接着,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有效的教学策略,旨在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学习兴趣,使他们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步提升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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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关

键阶段，而数学作为一门抽象性较强的学科，往往

成为学生学习中的难点。 数形结合方法强调将图形与数学

问题相结合，使某些抽象的数学问题变得直观、生动，能够

将抽象思维转化为形象思维，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数学问题

的本质。 近年来，数形结合题型在数学考试中所占比例逐

渐上升，如果学生能够巧妙地运用数形结合思想来解决小学

高年级数学问题，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数形结合思想的理论基础

数形结合思想源自人类对数学知识与智慧的深厚历史积

淀和文化底蕴。 这一思想体系在我国传统数学文化中占据

着核心地位，并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和方法不断得以传

承与发展。 数形结合思想的核心在于认识并利用数字与几

何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 通过将抽象的数学概念以图形化

的方式呈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数学理论。

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教育阶段，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尤为显

著，它为学生搭建起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

桥梁，使得原本难以捉摸、难以理解的数学概念变得可视化

和可操作化。 例如，在计算几何图形的面积、周长等问题

时，学生可以通过绘制图形、观察比较不同形状的大小、分

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复杂的数学运算转化为直观的图

形操作，从而深刻领悟数学概念的本质及其背后的逻辑关

系。 这种将数与形相互转化、相互印证的过程，不仅有助

于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还更能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能力和

创造性思维能力。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一)降低学习难度

数形结合思想注重将抽象的数学概念通过具体化、形象

化的图形或图像形式进行呈现，从而使得这些通常难以捉

摸、理论化的知识点变得更为贴近生活实际、直观易懂。

在小学高年级的数学教育中，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是降低学

习难度、提升学生数学理解力的关键策略之一。 例如，在

分数教学中，教师利用图形来展示分数的意义，如将一个整

体(如一个圆形或正方形)等分为若干份，然后取出其中的几

份来表示分数，从而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分数的概念。 此

外，数形结合思想还能够帮助学生将原本难以入手的数值计

算转化为形象化的图形问题，通过观察图形发现隐藏在数值

背后的规律和关系，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二)提高学习兴趣

数形结合思想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

可以帮助小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它能够将数学公式和

理论转化为图形语言，使得数学知识变得更加直观、生动。

当学生面对的不是数字和符号，而是形象鲜明的图形和图案

时，他们更容易产生兴趣，激发好奇心，并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学习过程。 例如，通过绘制线段图帮助学生掌握加减法

的运算逻辑，或者利用几何图形直观展示面积、周长等数学

概念的计算方法。 此外，数形结合思想还为教师提供了丰

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和方法，设计出各种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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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进一步增加课堂的互动性和乐趣。 比如，“寻找隐

藏的数字”“构建规律图形”等，让学生在游戏中巩固所学

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思维能力

数形结合思想要求学生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细致的比较

能力、透彻的分析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 具体来说，数形

结合思想要求学生在面对复杂的数学问题时，能够从图形的

角度审视并构建问题，通过绘制图形、分析图形特征、变换

图形关系等方式，将抽象的数学语言转化为直观的几何图

像，进而揭示隐藏在复杂数学关系背后的规律和实质。 例

如，通过绘制精确的图形，并标注关键点、线、面及其相互

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明确题目条件，理清解题思路。 数形

结合思想的培养需要学生通过大量的实践和训练来逐步形成

并巩固。 随着不断的练习，学生能够逐渐形成一种“看

见”数学问题本质的能力，即无论面对何种形式的数学题

目，都能够迅速识别其背后的数学模型和解题策略，从而快

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利用图形辅助理解数学概念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图形作为理解和掌握数学

概念的有效工具，从而增强学生对复杂抽象概念的直观感知

和深入理解。 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教师把枯燥的数字关

系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图形语言，使学生能够更快速地把握数

学概念。 以分数的概念为例，教师在讲解分数时，可以借

助图形如圆形或长方形等来直观展示分数的组成部分。 比

如，通过将圆形等分成若干份，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一份所占

整体的比例，这就是分数的分子与分母所表示的具体含义。

通过这样的图形化表达，学生能够一目了然地理解分数是如

何体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分数大小比较的具体含义。

教师还可以利用图形化工具来动态演示分数的大小比较过

程，比如通过不同颜色的区域来表示各个分数部分的大小，

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分数值的变化趋势。 同时，在讲解分数

加减运算时，可以通过图形拼接或分割的方式演示分子和分

母如何进行合并或分割，从而得出新的分数结果，使学生对

分数运算有更直观的认识。 教师在引导学生理解分数与小

数之间的转换关系时，同样可以利用图形工具进行动态演

示，比如通过小数点在数轴上的移动来表示小数的大小变

化，并与分数形式相对应，使学生易于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

联系，进而实现从分数到小数的顺利转换。 这不仅有助于

加深学生对分数概念的理解记忆，还能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二)通过图形解决数学问题

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教师引导学生使用图形思维来解决

各种数学难题。 通过将数字逻辑转化为直观的图形语言，

可以更好地理解问题，并快速找到关键所在。 在学习几何

图形时，教师利用现成的几何图形，或者亲手绘制示意图或

构建三维模型，以展示复杂的几何图形性质和空间关系，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几何图形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间的

位置变化规律。 例如，在教学面积计算、周长计算或者角

度大小比较等具体知识点时，可以通过绘制精美的示意图或

利用几何软件动态演示，将原本静态、抽象的几何概念转化

为动态且有活力的视觉画面。 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地

理解几何概念，同时也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以

圆的面积计算为例，教师亲手绘制一个半径逐渐增大的圆，

并标注出每个圆的面积。 通过对比不同半径的圆及其对应

的面积大小，学生能够直观地观察到圆的面积与其半径之间

的正比关系。 这种图形化的展示方式使得抽象的数学概念

变得生动形象，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这一重要知识

点。 在解决三角形内角和为１８０°的证明问题时，教师利用

动态几何软件绘制一个三角形，并展示三个角的变化过程。

通过动态演示，学生可以看到三个角从不同的角度组合起

来，最终形成一个平角。 这种图形化的展示方式使得抽象

的数学证明变得直观易懂，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所学

内容。

(三)设计数形结合的教学活动

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数形结合的教学活动，如制作数学模

型、绘制数学图形等，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和掌握数学

知识。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和制作各种数学模型，如几

何图形、计数器、天平等，让学生通过观察、触摸和操作这

些模型，直观地感受数学概念和原理。 例如，在几何图形

的性质教学时，教师制作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模型，让学生

通过观察模型来认识各种几何图形的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它

们的面积、周长等计算方法。 通过制作数学模型，学生可

以更加直观地理解数学概念和原理，从而更好地掌握数学知

识。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数学问题绘制相应的数学图

形，如坐标图、示意图、流程图等，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和分析问题。 例如，在教授数的比较和排序时，教师可以

让学生绘制柱状图或折线图来比较不同数量的数据大小；在

教授几何图形的变换和运动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绘制示意

图来描述图形的运动过程。 通过绘制数学图形，学生可以

更加直观地理解数学问题和数学知识，从而更好地掌握数学

知识。

(四)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数形结合

教师通过多媒体技术来展示数形结合的具体应用，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具体来说，教师利用多

媒体技术来呈现动态、直观的图形，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

学概念和问题。 例如，当一个长方形被分成多个相同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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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时，学生可能会对其面积的计算感到困惑。 此时，

教师可以通过PPT动画演示来展示这个过程，让学生直观

地了解长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这种方法能够使学生更加

直观地理解数学知识，从而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 此外，

教师还可以利用几何画板等软件来展示动态几何问题。 这

种方法能够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深入理解几何问题的本

质。 例如，在解决三角形面积的问题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自己使用几何画板来绘制三角形，并对其进行分割和组合，

从而深入理解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这种方法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学学

习中来。 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制作各种数学课件

和习题集。 这些课件和习题集可以包含大量的动画、图

片、声音等元素，能够使学生更加生动地了解数学知识。

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开展各种数学活动，如

数学竞赛、数学游戏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

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学学习中来。

案例分析

以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分数加减法”教学

中的应用为例。 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教育中，针对分数加减

法这一核心知识点，教师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将抽象的数学

概念与直观的图形相结合，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分数概念及其

加减运算规则，同时提升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

形结合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图形化的方式将复杂的数学问题

简单化、具体化，便于学生直观感知和理解。 教师在分数

加减法的教学中，精心设计并采用图形化的教学手段，以增

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教师在讲解分数加减法时，借助图形工具帮助学生建立

起对分数组成及结构的具体认识。 例如，在教授分数加法

时，教师会画一个矩形代表单位“１”，并将其等分为若干个

小矩形，每个小矩形代表一个分数单位。 通过这样的图形

展示，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分数的分子表示的是这个单

位“１”中的部分数量，而分母则表示这个单位“１”被等分

的总份数。 这样，学生就能直观地理解分数概念及其加法

运算规则，为后续的分数加减法学习打基础。

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图形进行分数加减法的实际操作。

对于分数加法运算，教师指导学生将两个分数通分，并在图

形上进行相应的合并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清楚

地看到通分的步骤和结果，从而加深对分数加法实质的理

解——即把两个分数合并成一个分数。 同样地，对于分数

减法教学，教师利用图形帮助学生理解减法的原理和方法。

例如，教师引导学生将减数转化为分数形式，然后在图形上

进行相应的减法运算。 通过这种直观的教学方式，学生可

以更深刻地理解分数减法的规则和方法。

完成图形结合教学后，教师设计一系列分数加减法的练

习题，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巩固所学知识。 这些练习题包

括填空题、选择题和计算题等多种形式，旨在从不同角度和

层次考查学生对分数加减法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通过数形

结合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掌握了分数加减法的基本技能，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 他们能够运用数学语言(在这里是分数)和图形两种

方式去理解和解决问题，形成了更为全面且深刻的数学认知

结构。 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逻辑思维

具有深远的影响。

结束语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 它能够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兴趣、培养思维能

力和促进知识迁移。 未来，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数

形结合思想的教学将更加生动、有趣和高效。 教师应不断

探索和实践数形结合思想的教学方法，为小学数学教学注入

新的活力和动力。

参考文献

[１]吴幼山．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J]．学周刊,

２０２０(１３):１４１Ｇ１４２．

[２]赵建平．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有效运用[J]．小

学科学(教师版),２０１８(０４):２１Ｇ２２．

[３]聂素贞．浅谈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J]．中

国校外教育,２０１８(０４):６９Ｇ７０．

[４]张玉翠．数形结合巧运用 思维能力妙培养[J]．名师在线,２０２０

(１０):７８Ｇ７９．

[５]张遂保．“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中高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J]．西部素质教育,２０２０,６(０４):２４８．

作者简介:

张连荷(１９７７－),女,汉族,甘肃白银人,大学专科,一级教师,会

宁县如东友好小学,研究方向:数学教育教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