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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的运动整理和复习”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张文雯

　　

[摘要]“图形的运动整理和复习”是“六三制”小学数学复习课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教学任务主要是引导

学生整理和复习四种图形的运动方式,学会从运动的角度欣赏图形,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发展空间观念和

几何直观.同时,激发学生从运动的角度观察现实世界、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基于此,如何让枯燥、机

械的复习课变得精彩、高效,成为当前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以青岛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总复

习单元中图形与几何模块的教学内容为例,深入探讨相关教学实践,促进学生聚焦本质、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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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情境为明线,问题驱动为暗线,串联核心知识

(一)趣味导入，回顾旧知

本节课是对小学六年级相对应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系统

而全面的梳理、巩固、提升。 但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发

现相关知识点非同学期同单元，面临着知识点分散、时间跨

度大等问题。 而且《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

指出的核心素养的三方面，都指向社会实践。 因此，教学

实践中既注重学生的系统性整理能力，同时又创设贴近学生

现实生活的情境素材，旨在让学生利用真实的情境去解决真

实的问题，产生新的思考与新的生成。 比如，学校举办的

创意剪纸作品展，让学生一边沉浸式欣赏优秀传统文化——

剪纸，一边激发学生兴趣，主动回忆与图形运动的相关知

识，品味数学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同时增强学习热情。

(二)问题驱动，串联知识

问题驱动是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复习

课也不例外。 特别是核心问题的设计，要关注重点知识的

理解、难点知识的突破和数学素养的培养，才能推动学生积

极进行思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解知识、掌握方法、提

升能力。

图形的运动主要有四种运动方式：轴对称、平移、旋

转、放大或缩小，其中轴对称、平移、旋转这三种图形的运

动属于不改变图形的大小和形状的运动，称为全等变换。

而放大或缩小属于不改变图形的形状、但改变大小的运动，

属于相似变换。 因此，问题驱动要紧扣图形运动的本质内

涵，同时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层层推进复习课的进程。

以创意剪纸作品展为情境，可设计以下课程问题。

问题一：轴对称是一种图形的运动吗？ 怎样把图形的

一半通过轴对称变换得到图形的另一半？

教学实践中师生共同在对图形的运动方式进行深入细致

的交流，发现很多学生对于图形的轴对称变换是一种图形的

运动方式充满疑惑。 教师要抓住时机，对学生的困惑点展

开小组讨论、辨析。 抓住运动要素这个核心内涵来理解，

轴对称图形可以看作把一个图形的一半通过轴对称变换，也

就是沿着对称轴对折，得到图形的另一半。 教师可以适时

借助科技手段展示图形轴对称变换的动态视频，加深学生对

图形轴对称变换也是一种图形运动的理解，就是把图形的一

半沿着对称轴旋转１８０°得到另一半图形。

问题二：你能根据图形的运动要素，给它们分一分类

吗？ 为什么？

通过教师对前面四种图形运动方式的梳理，学生已经初

步自主构建图形的运动相关知识网络，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

紧密联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此时适时提问，引导发现四种

图形的运动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运动后不改变图形

的大小和形状但改变位置的图形的运动是：平移、旋转、轴

对称，不改变形状、位置但改变大小的图形的运动是：放大

或缩小。 在观察比较讨论中，明确分类标准、阐述分类原

因，由此四种运动之间建立了清晰明了的逻辑关系，形成完

整的图形的运动知识框架。 从而达到让学生对小学六年级

所学图形的运动相关知识再一次进行梳理、应用、内化、提

升的目标。

问题三：给下面方格添上什么就可以表示出图形关键点

的位置？ 旋转或平移后图形的位置会表示吗？

教师在实践中除了知识梳理环节需要很多问题启发，在

巩固拓展环节，学生也同样需要。 通过上述的提问，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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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

其实图形的运动与后面复习的图形的位置也存在着紧密的关

系，相关概念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学生不仅会站在图形

运动的角度看待图形问题，也会站在图形的位置角度去理解

图形的本质特征。 以此为例，让学生打破思维束缚，在思

考难度逐步升级的过程中不断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到新的高

度，充分发挥复习课的价值。 详见图１。

图１　图形的运动与位置融合示意图

以运动与位置双维度思考,数形结合,思维统整

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２２版)》可知，图形的

运动属于“图形的位置与运动”领域，位置是描述运动的基

础，运动产生不同的位置。 可见，图形的位置与运动的整

理与复习是融会贯通的，不是独立存在的。 同时，图形的

运动主要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模型意识和推理

意识这几个核心素养点。 因此，复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明晰“承重墙”，打通“隔断墙”，重点关注两个维度

的融合发展，助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提升数学思维能力。

(一)在升维中发展数学思维

青岛版教材中展示的图形的这四种运动都是图形在二维

平面上的运动与变换。 其实图形的运动还可以发展到三维

空间中。 例如，还可以通过旋转形成圆柱和圆锥，通过平

移形成长方体、正方体和圆柱。 课堂中以动态视频形式，

让图形的运动从二维平面提升至三维空间，发展学生空间观

念。 详见图２。

图２　二维和三维图形的运动图

(二)在降维中稳抓运动本质

本阶段课程中图形的运动与位置的交集，除了在二维平

面方队中的位置用数对表示、复杂的二维平面用方向和距离

确定位置，还与后面学习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三维空间中的

确定位置相关联。 因此，将图形的运动降维为线的运动、

再到点的运动，比如，轴对称图形降维为点线的运动、平移

研究点或线、旋转研究线、缩放研究线。 位置的确定都降

维为点的位置，表示点在线上，点在平面、点在空间上位置

的确定。 运动导致位置变化，位置描述图形前后的变化。

在降维中抓本质，发展学生几何直观。

通过实施上述双维度学习策略，实现点、线、面、体之

间的串联，让图形的运动与位置互相融通。

以多层次习题为载体,进一步深化理解、巩固相关知识

练习是学生巩固知识、深化思维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

毕业复习和整理课的练习，不仅要关注形式的多样，更要在

大单元统整教学理念下精选内容，通过题组，帮助学生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实现学习的深度发展。 典型例题一如图３
所示。

图３　例题一展示图

教学实践在基础练习的设计中，除了达到夯实基础的目

的，还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要做到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比如，特别设计旋转平行

四边形的小挑战，让学生学有余力地完成，培优托底同时兼

顾，促进学生对图形的运动基础知识的巩固夯实，以及动手

操作画图方法的灵活运用。 同时，又能有效提高优等生的

自主思维能力。 典型例题二如图４所示。

图４　例题二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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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练习——拼笑脸的游戏中，学生如果没有经历重

建图形的运动的过程，一般主要局限于用平移和旋转两种方

式完成。 但是通过本节课的学习，随着学生对图形的运动

的深入理解，可以联想到图形②，还可以通过图形的轴对称

变换，拼成完整的笑脸。 从而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

解图形运动的特征本质，灵活地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加入用规范的语言描述运动路径的问题，意在说和写

双向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一题两用，既激发学生兴趣，

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又培养学生的严谨与创新

思维。

在翻笑脸游戏(变式)中，想象一下，如果把笑脸进行一

次轴对称变换，会到什么位置？ 两次呢？ 引导学生在一次

次的动手操作、观察比较中发现，轴对称、平移、旋转这三

种图形的运动可以相互转换，如图５所示。

图５　轴对称、平移、旋转相互转换图

典型例题三如图６所示。

图６　例题三展示图

在拓展练习中引入运用平移旋转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设

计，通过比较图形①和②的大小，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通过平

移或者旋转后两个图形的大小相等。 同时，还发现解决同

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平移或旋转两种不同的图形的运动方式

来实现，对图形不同的运动方式再次进行了融会贯通。 典

型例题四如图７所示。

图７　例题四展示图

教学实践中平面上图形的平移数对来表示位置的改变，

旋转可用方向和距离来实现位置的表达。 因此，在拓展练

习中，将图形运动与位置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图形位置的表

达，深度理解坐标的意义。 通过图形运动的观察和表达，

再一次体会利用坐标表达的重要价值。 让学生理解图形的

位置本质上是点的位置的表达，感受一致性。 图形的运动

本质是点的位置的变化，他们实际上都是用坐标来表示、刻

画图形。 拓展和发散学生思维，获得新的感受及知识，将

图形的位置与运动有机融合。

总之，复习课教学不是一个简单罗列的过程，而是一个

梳理、构建、打通和生成的过程。 整理和复习课型要想高

效，还需要围绕数学核心素养，不断优化整理和复习的教学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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