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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中的应用分析

李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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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探究小学数学中属性结合应用措施。研究过程中，以数形结合思想概念为出发点，分析在应用数形结合

思想中，能够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及审美情趣，实现认知结构的优化，以此为基础，提出数形结合思想应用措施，从而为相

关工作者提供参考，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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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作为基础课程，在新课改推进下，教师应当改进

教学方法，避免采取传统的单一教学模式，局限性较大，且

受制于学生自身能力，对于抽象、复杂的知识理解难度较高，

更易产生退缩等情绪。而数形结合作为基础数学思想，可以

精准阐明数形的属性，或是以几何直观展示数的关系，实现

以数解形及以形助数。所以，数学教学时，应当积极应用数

形结合思想，有助于学生轻松学习数学，培养正确学习习惯，

提高思维能力。

一、数形结合思想概述

数学学科研究数量关系及空间形式，其中“数”与“形”

属于关键研究对象，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直观

图形能够借助数量描述，抽象关系也蕴含直观几何含义，通

过数形完美配合，即可解决数学问题中把握结论与条件的隐

含联系。数形结合思想是指将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相结合，

以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思想。在属性结合思想应用中，需实现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统一，包含以数解形、以形助数与数

形互助，有助于简化问题，发展学生思维。

二、小学数学中应用数形结合思想重要性

1. 提高思维能力

人的出生至成人，认知发展不是线性增长，伴随认知

结构逐渐改造重组。皮亚杰通过研究后，将个体认知分为形

式运算、具体运算、前运算及感知运算，小学生由于年龄较

小，其个体认知为具体运算。在具体运算中，学生尽管具备

相应逻辑思维能力，却依赖于直观形象与实物，无法纯符号

运算。而数形结合能够以图像表象，实现抽象事物向共享化，

有助于学生克服该阶段认知障碍，加强思维能力。

2. 优化认知结构

个人学习是通过新旧知识联系，将脑海中原有知识与

外界新知识相联系，构建认知结构。任何认知结构均可通过

图像、动作、符号表象呈现，数学中认知结构是指学习者

脑海反映的数学知识结构，也是学生对知识的重组和内化。

知识结构作为数学知识之间联系，单一知识构成统一认知网

络，互相渗透定理、法则、概念等。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

以图形表象强化数学知识联系，即可构建知识网络，优化认

知结构。

3. 提高审美情趣

以数学史可以了解，数与形分开较长时间，自笛卡尔

创立解析几何、建立坐标系后，实现了数形完美结合。华罗

庚认为人们应当体会数学内在美，通过数形结合，以此将形

对数的直观形象与数对形的精准刻画统一起来，以简洁图形

解决复杂问题，展现数学统一美与简洁美。以示意图、线段

图、实物图等解决问题，也能够实现数形结合的统一，借助

数学结合有效提高学生审美情趣，感受数学的美，激发学习

数学兴趣。

三、小学数学中数形结合应用措施

1. 引入基本图形

学生思维逐渐从形象思维发展为抽象思维，且思维发

展较快，小学数学中题目多为量、量之间关系，抽象数字易

造成学生思维混淆，难以有效学习数学。教师需应用数形结

合方式，按照题目条件，将其转化成直观符号或图形，以图

形方式研究“数”的问题，有助于学生理顺形与数的关系，

深入思考问题，促进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协调发展，明确

“形”对理解“数”的重要性。

如，体积教学中，学生尽管熟练掌握体积概念，却在

判断实物中仍存在不确定、犹豫不决等情况，该问题在于教

师未能将体积单位与实物大小之间构建联系。为解决该问

题，教师可为学生讲解乌鸦喝水小故事，分析同等大小的

土豆、红薯关系，为学生构建体积表象，拿出正方体橡皮

泥、硬纸板正方体盒子、卷尺搭建空间等，分别为 1cm³、

1dm³、1m³，借助教具为学生直观演示出来，以此树立清晰

认知，实现体积单位与实物的有效关联，如 1m³ 空间约站

立 13 名小朋友等。提问学生：“同学们，你们能描述粉笔

盒体积吗？”“粉笔盒体积约为 1dm³”，以此巩固应用体

积单位。

2. 借助线段实物

（1）以线段图解决数学问题

在数形结合中，特点在于简单化抽象问题，以生动图

形直观展现出抽象知识的本质，学生获得良好情感体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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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主动、积极进行问题探索。此过程中，教师需正确引导线

段图的用法，实现问题简单化，学会如何通过数形结合方式

看待问题，尤其是知识点难度、复杂度随年级增加而逐渐增

大，尽管脑海中初步了解应用题，却仍存在挑战性与难度，

加上文字描述过长，题目隐含数量关系与条件愈发复杂，以

线段表达抽象文字，可有效解决问题。

如，教师提出植树问题：小路全场 100m，学生中植树木，

每隔 5m 栽种一颗树木，两端均栽种，则需要栽种多少棵树？

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关键数学知识，由于两端栽树，

栽树克数为间隔数 +1。可通过画线方式，让学生直观了解

问题解答要点（见图 1），以此寻找题目数量关系。

图 1  植树问题线段图

以线段方式构建数学模型，观察两端均栽树的示意图，

将分割点数与栽树数量一一对应，学生以绘画方式总结经

验，加以验证，有助于学生不断思考探索。

（2）以实物理解抽象内容

在小学教学中，方程作为其中重难点，特别是解方程

对于学生难度较高，教师应引导学生明确解方程方法是列方

程解决问题必要条件，教学中以实物、几何的直观方式，将

属性结合优势发挥出来，从具体实例实现抽象概括，以此加

强对方程的了解。教师可提出问题：x 盒子中共有多少个小

球？

图 2  方程示意图

列式为 x+3=9，学生初步了解字母表示数，求解过程中，

以天平平衡原理加强学生理解，为保证天平平衡，则要求两

边重量相同，将等式看作天平，两边减去或加上相同的数，

左右两边相等，以此明确解方程的概念，不能仅关注坐标忽

略右边，强调“天平”两侧的平衡，培养学生灵活思维。

3. 渗透模型思想

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模型思想内容，

要求教师根据内容情况，以形象化数学语言，对表征研究对

象特征、关系等数学结构直观体现出来。数学通常以符号、

数字、字母构建表达式、关系式、图标等，均为数学模型，

以解决现实特定问题。

如，在正方体与长方体体积教学中，学生仅简单学习

体积单位，可通过体积方块进行长方体体积长度进行计算，

便于学生了解体积公式，让学生自行选择 1cm³ 正方体，将

其摆成长方体，进行正方体数量计算，填入表格内，该计算

不是通用公式，是立足于体积理解上的计算方式。学生通过

表格与实践的联系，即可了解正方体数量与长方体体积关

系，引导其计算长方体高、长、宽和体积对比，即可发现长

* 宽 * 高 = 长方体体积，理解体积计算原理。

4. 活用公式定理

小学中几何知识学习均为基础知识，学生学习图形以

实物为基础，通过实物表象了解实物和知识的关系。而组合

图形面积立足于图形学习，使学生简历联系，归纳整理几何

知识，可形成系统。

如，学生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学习后中，教师

可安排学生准备好梯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等图形教具，

引导学生采取割补法进行图形拼凑，体会梯形与四边形互相

转化的过程，思考梯形下底与上底的变化怎样能形成平行四

边形，下底与上底移动中，可古城三角形，以电脑学生在凑、

拼、剪中理解图形钻患关系，使得模块化知识转变为有机的

整体。在知识点关系学习中，教师帮助学生明确图形转化与

推到计算公式过程，掌握转化关系后，即可推到出三者关系，

梯形下底与上底相等则变成平行四边形，上底为 0 则转变为

三角形，通过公式与图形内在联系，掌握公式由来，理解图

形计算方法，增强空间观念。

5. 实现数形互助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可同时应用“以数解形”、“以

形助数”的方式，解决数学问题，实现数形互助，关键点在

于从现有结论和已知出发，分析内在“数”“形”变换，提

高解题效率。

如，在鸡兔同笼教学中，为学生难以理解的重点，也

是典型数形互助，学生理解鸡兔同笼问题通常处于模糊不清

情况，教师应交到学生正确交与方法。教师提问：小明家在

闲置空地上养了鸡、兔子，数了数共有头 35 个。脚 94 只，

问鸡兔各有多少只？

学生由于学习不够深入，在教学中需以抽象方式将鸡

兔进行简单画图分析，以“0”为鸡与兔子头，“□”为空地，

根据鸡兔头为 35 个，画出示意图（见图 3）。

图 3  鸡兔同笼示意图（左图为头数，右图为假设全部为鸡）

以此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假设笼子内全部为鸡，则

共有 70 只脚，根据题目中 94 只脚，根据假设多出 24 只脚，

以此推断兔子数量，将 24 只脚按到“鸡”身上，即可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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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只脚兔子，即兔子为 24÷2=12 只，鸡则有 23 只，有效解

答题目。在解题过程中，通过数形互译的方式，引导学生发

展形象思维，调动运作抽象思维，深刻理解问题，灵活应用

解题方法。

总结：

综上所述，数学作为基础学科，对于培养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空间感知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小学作为数学知识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应当结合实际

情况，通过引入基本图形、借助线段实物、渗透模型思想，

灵活应用各种公式定理，实现数形结合的解题模式，强化对

数学“数”“形”的认知，从而提高数学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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