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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数学课程标准要求

在人教版五年级数学教材中有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

面积这个教学内容，2011 年版数学课程标准在“图形与几何”.
“测量”中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探索并掌握三角形、平

行四边形和梯形的面积公式”，也就是要求学生能够自主推导出

面积公式，并能应用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1.2学生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的起点

2016 年我任教小学五年级数学，学生认识长方形、正方

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是在二、三、四年级分散学习的。
作为一名要探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面积的五年级的小学

生来说，他头脑中对于图形转化方法、图形之间的联系到底掌握

了多少？为了解这些情况，我对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
通过调查，我发现学生缺乏对图形之间联系的认识。

①由于教材中安排过“把两个及两个以上三角形或者梯形拼

成学过的图形”这一内容。因此，半数学生都可以借助拼组梯
形而得到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新的梯形、多边形。

②但从拼组得到的图形来看，学生属于无意识拼组，只求

得到新的图形，缺少把梯形转化成学过的图形的意识。
③再从分割图形看，学生属于随意分割，没有过多考虑梯形

与分割后图形的联系。

只有5%的学生用了割补的方法把梯形转化成学过的长方形、
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特别是还有11%的学生分割、拼组都没有

明确指向。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学生头脑中，缺乏图形之间的联系，

从而致使转化图形随意甚至没有意义。
④我的思考：学生需要“建立图形之间的联系”，培养“转化”

思想。

从调查分析来看，学生无论是分割图形、还是拼组图形，都
缺少明确的目的性。不清楚转化的目标，就无法把新图形转化成

学过的图形，更无法沟通新旧图形之间的联系，去探索、推导面

积公式。
2　用学生学习几何思维水平的理论指导平面图形认识的

教学

学生学习图形与几何知识有其一般规律，相关的研究理论
中，范·希尔夫妇和周玉仁教授对小学生学习几何图形的建议对

我深有启发。

2.1范·希尔夫妇认为学生几何思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
的五个水平：

水平1直观，水平2描述/分析，水平3抽象/关联，水平4

形式推理，水平5严密性/元数学。
范·希尔夫妇认为，学生思维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教学的性

质，他们关注教学的问题，提出了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

信息、定向指导、解释、自由定位、整合才能达到几何思维

剪拼图形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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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指导平面图形认识的教学。在五年级学生学习平面图形面积之前，应该加上一个教学内容，让学生从他们最熟悉的长方形入
手剪、拼出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图形，顺向训练学生转化图形，寻找图形之间的联系，建立转化思想，为后续自主探索、推
导面积公式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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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水平。[1 ]

小学四、五年级学生正好处在水平2“描述/ 分析”与水

平 3“抽象 / 关联”之间。“学生已能确定图形的特征，并依

据图形的性质来识别图形，但不能清楚地指明两类图形之间的关
系。也不能理解几何的逻辑推理、证明”

2.2周玉仁教授的建议

对于图形之间的联系，周玉仁教授提出了两个表，从边、
角、平行、相等几个方面对比、联系小学生学习的几种平面图

形。[ 2 ]

2.3 2011年版数学课程标准的课程基本理念
2011 年版课程标准的课程内容中指出，在数学课程中，应

当注重发展学生的几何直观。几何直观主要是指利用图形描述和

分析问题。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简明形
象，有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几何直观，可

以帮助学生直观的理解数学，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决定在五年级学生学习平面图形面积之前，

应该加上一个教学内容，让学生从他们最熟悉的长方形入手剪、

拼出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图形，顺向训练学生转化图
形，寻找图形之间的联系，建立转化思想，为后续自主探索、推

导面积公式做好铺垫。

3　教学实践中设计剪拼活动，引导学生建立图形之间的
联系

范·希尔夫妇认为，学生思维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教学的

性质，依据课程标准要求注重发展学生几何直观理念，让学生动
手剪拼图形、转化图形，利用得到的直观图形再引导学生建立图

形之间的联系，抓住转化思想的“魂”，为学生今后运用转化、联

系的思想解决问题打下基础，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3.1剪长方形拼平行四边形，感受图形之间的联系。

学生对长方形最熟悉，学生的经验就是我们指导学生的切入

点，探究的第一大环节就是“剪剪拼拼，由长方形得到平行四边
形”。剪拼活动要求简单明确，直接指向图形之间的联系，要求学

生“不丢弃长方形的任一部分”，目的是让学生体验“等积变形”；

建议“用彩笔把长方形长和宽、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标出来”，参
照周玉仁教授的建议，引导学生关注“边的变化”，让学生直观感

受“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与长方形长和宽之间的联系”。

剪拼活动中，展示学生“从一个角的顶点向对边的长剪开”得
到平行四边形，用课件以填空的形式帮学生明确平行四边形与长

方形的联系。

3.2展示多种剪拼方法，积累转化经验，进一步寻找图形间
联系。

接下来引导学生“从任意点向对边的长剪开，沿对角线剪

开”，至少展示三种剪拼方法，再以填空的形式引导学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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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描述平行四边形与长方形的联系。

3.3 剪长方形拼三角形和梯形，巩固转化方法和经验，探

索图形的联系

下一环节让学生用割补的方法，把长方形转化成三角形、梯

形，不同的剪拼方法使学生感兴趣，得到的图形与长方形的联系
更对学生具有挑战性，其中有2倍的问题，还有上底加下底的难

点。在转化图形、建立联系过程中，学生不停地剪、拼、折、观

察、想象，同时用语言描述、分析转化的方法，描述分析图形之
间的联系，这描述与分析之中包含了简单的推理，不要求学生表

达的推理多么严格，关注学生分析与推理的意识，使学生几何思

维的水平提升到范·希尔夫妇划分的第三个水平----“关联”，把
握几何图形教学一般规律，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提升学生几何

思维水平。

4　研究效果---- 剪拼图形的智慧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平面
图形的奥秘

4.1成为学生后续学习的有力支撑

（1 ）激发了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
在课堂教学结束后，我请孩子们从收获与遗憾两个方面对这

节课给与评价。

所有的学生都在收获中谈到“知道了熟悉的长方形与平行四
边形、三角形、梯形之间可以转化”，很多孩子在遗憾中都表

示还想再尝试其他图形的转化与联系，由此可以看出这节课带给

学生的是继续学习的愿望、深入学习的思考，转化图形、建立
联系的数学思想方法在学生头脑中生根了。

在后续探索推导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面积公式时学

生思路清晰，剪拼割补图形、寻找图形转化前后的联系、推导
出面积公式。

（2）学生头脑中建构起图形联系网

在教学《平面图形转化》、多边形面积后，我安排学生对
多边形面积作了一次梳理，惊喜地看到很多孩子的作品中都反映

出了转化图形、建立联系的思想。

（3 ）剪拼转化圆形，建立新旧知识间联系，推导出圆面
积公式

圆是小学阶段最后的一个平面图形，学生从学习直线图形的

认识，到学习曲线图形的认识，不论是学习内容的本身，还是

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有所变化，是学习上的一次飞跃。因为学

生有了剪拼、转化的经验、智慧，面对新的问题，学生们敢
于尝试，涌现出了多种转化方法，更可喜的是学生能建立图形

之间的联系，推导出面积公式。

学生主动探索，把圆转化成除长方形以外的图形进行推导，
激发了学生观察、操作、分析、归纳、比较、推理等一系列

数学思想方法，提升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4.2教学相长，提高教师自身水平
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感受到了丰富、巧妙的转化方

法。在评价反馈中一位同学的遗憾却是我的收获，她所想到的转

化方法是我最初没有预设到的，受他的启发，我把这种方法制作
成课件，在下一班上课时，孩子们就有了更多的收获，这可真是

“教学相长”。

5　研究后的思考
5.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范·希尔夫妇提出的学生几何思维发展的五个水平和教学的

五个阶段，使我们的研究有了方向。例如应加强学生对图形的描
述与分析，如帮助学生建立图形之间的联系。

5.2深入挖掘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研究教材对一名教师来说是个永恒的课题。范·希尔几何思
维水平理论，周玉仁教授的建议，王长沛教授强调的“了解学生”，

使我更清楚教师可以为学生做什么，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教师

应该根据学情自觉选择、恰当地增减，其实这也是当今教材编写
给师生留有拓展空间的目的，也是课标的要求。

教材在四年级第二学期安排了拼组图形， 在调查中就有50%

用拼组方法转化梯形；教材中没安排过建立图形间联系的内容，
学生就出现因为不考虑图形之间的联系而随意、盲目地分割、

拼组图形；教材没出现过“割补”的方法，在调查中借助割

补的方法把梯形转化成学过的长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的
人只占  5.5%，学生需要尝试多种转化图形的方法，而且这些

转化方法要有“图形间的联系”作向导。经过研究，我们觉

得应该给四五年级的学生增添转化图形、建立联系的教学内容。
5 . 3 不断学习、改进教法。

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北京数字学校空中课堂对我来说就像一个

宝藏，这些课与教材吻合。其中一下《平面图形的简单拼组》
让我感受颇深。这节课是在认识了平面图形长方形、正方形、

三角形、圆和平行四边形之后，通过用学过的、同样的平面图

形拼成学过的或没有学过的其他平面图形，进一步体会平面图形
的特征，初步感受平面图形之间的关系，并为以后的学习积累

经验。这节课调动孩子们通过大量的操作和实践活动，经历体

验探索图形特征的过程，从而获得对空间与图形范畴的直观感
受，让学生在操作中感受平面图形间的关系，提升空间观念。

综上所述，我对剪拼图形的内涵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学生

在探究几何图形时，剪剪拼拼、描述分析，感受转化、建立
联系，是学生学习几何图形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剪拼图形中的

智慧所在。一年级就开始这样的拼摆活动，每一节数学课坚持

落实课程标准，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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