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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支架的内涵
“支架式”教学是在建构主义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等基

础上提出的教学模式，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伍德将“支架”引
入教育领域。“支架”又称“脚手架”，最初是一种用于临时支撑
尚未建成的建筑物的工具,建筑完成后，支架被撤掉，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将学习支架解释为为：同伴或教师为帮助学生跨越
最近发展区所提供的帮助，这种帮助既可以是一些学习工具，也
可以是某些材料或资源。

2 　小学生学习“图形与几何”的特点
2.1对图形与几何的初步感知依赖实物模型
受限于目前思维与认知的发展，小学生在对几何图形的表象

进行整体感知时，离不开实物模型的支持，如他们需要借助、墙
面等具体的实物来建构对长方形、正方形等图形的形象感知，也
需要借助魔方、漏斗等直观物体认识常见的几何体。学生就是在
对实物模型进行看、摸、量等接触中获得几何图形性质、特点的
初步感知，脱离了实物模型，学生也就失去了建构几何图形表象
的现实支撑。

2.2对图形与几何的抽象建构依赖动手操作
小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抽象思维还比较薄弱，在学习图形与

几何知识时尚不能理解那些直接呈现在课本上的静态图形和抽象
定义，因此他们对几何概念的掌握以及空间观念的建立还必须借
助一系列动手操作活动来完成，如让学生认识三角形等图形时，
就让他们用小棒去拼摆、搭建这些图形，在搭建、拼凑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就掌握了图形边、角的特点；在学习立体图形的展开图
时，要让学生动手剪开又合上，直观了解展开图和原立体图之间
的联系和区别；在学习平面图形的面积和立体图形的体积等计算
时，就让学生切实经历把图形进行分割、拼凑的过程，这样的体
验才会让学生更深刻得认知几何图形各部分特点以及各种图形之
间的联系。

2.3对图形与几何的概念描述依赖已有经验
小学生学习几何知识的离不开自己已有的经验，他们在说明

几何图形概念时经常使用描述性的、不准确的生活语言，比如把
三角形概念解释成“三条线组成的图形”，把半径的概念解释成在

“圆的中间点和圆上点的所连接的线段”。尽管这些语言还不是规
范的数学语言，但它是形成科学、规范概念的基础。随着学生的
知识经验的增加，他们可以不断地加工、优化这些生活用语，并
逐渐将其正确化、科学化。

3　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学习支架搭建策略
3.1 搭建情感支架，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他们对学习材料的兴趣”，因此教师
在教学中要注意将教学内容尽量与学生感兴趣的或者熟悉的事物
联系在一起，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同感，通过创设相应的
情感情境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几何图形知识所具有的理论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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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形与几何”是小学数学中的一个重点内容，它在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抽象逻辑思维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由
于几何图形知识具有较高抽象性和理论性，其又成为了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难点。为更好地突破本内容的难点，本文基于支架式教学
理论，在分析小学生学习图形与几何知识的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学习支架在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中的搭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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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性给学生的学习增加了难度，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比较低，
所以搭建好情感支架在图形与几何知识教学中尤为重要。比如在
学习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时，我们可以创设“蚂蚁赛跑”的情
境引起学生的兴趣，并请同学们当“小裁判”判断比赛是否公平，
从而激发他们计算不同跑步场地周长的欲望；在学习比例的基本
性质时，可以引入名侦探柯南根据小偷的脚印来计算出小偷身高
的情境引导学生思考柯南是如何计算出小偷的身高的，从而激发
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兴趣。

3.2 搭建直观支架，丰富学生感性认知
小学生抽象思维发展还未完善，而几何与图形知识又对学生

的抽象思维和空间观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解决这一冲突，我
们需要在教学中搭建直观支架，化抽象为具体形象。教师要注意
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实物，比如讲台上的粉笔盒是一个正方体，
教师的杯子是一个圆柱体等。此外，由于教科书上的图片都是平
面静态的，学生只根据图形想象还原整个几何体还比较困难，于
是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等手段构建出生动形象的动态立体图形，
并通过动画来演示整个变化过程，让学生直观认识几何体中角、
边、面的特点。

3.3 搭建活动支架，引导学生自主建构
美国教育家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指出，“直接由经验

获得的知识最有影响于行为”，强调教学应该让儿童从活动获得直
接经验，让学生亲自接触具体事物获得感性认知。在此理论的指
导下，我们在图形与几何知识教学过程中也要注重为学生搭建活
动支架。为了增强学生的空间观念，教师教学时要多设计折、量、
画、拼等动手操作活动，调动多种感官参与，让学生去发现图形
的特征，形成感性认识。比如在认识圆的特征时，让学生用圆规
画圆理解半径的定义，让学生通过多次对折圆发现圆的直径有无
数条，通过量一量折痕得出同一个圆里所有直径都相等的结论。

3.4 搭建背景支架，巩固学生学习基础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已经形成了

非常丰富的经验，学习是学生基于已有知识经验主动建构知识的
过程，因此教师在教新知识时必须构建相应的背景支撑，即在教
学活动正式开展之前，要有针对性的补充相应的背景知识。如在
探索比的基本性质时，引导学生回忆比和除法的关系、分数的基
本性质以及商不变定律；学习圆时，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圆形
物体，这些都是通过唤起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达到理解并
内化新知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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