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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课堂中落实空间观念
樊静妮

（陕西省西安市翠华路小学曲江分校，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空间观念作为数学核心素养之一在《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地提出，这足以说明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

是新课标理念下数学教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应具备的一种基本数学素质。在课堂中落实空间观念需要考虑以下几点：结合

经验，培养空间观念；操作感知，形成空间观念；展开联想，发展空间观念；多媒体教学，深化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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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空间观念

“空间与图形”是《数学课程标准》中四个学习领域之一，

它的核心目的是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数学课程标准》指出：“空

间观念主要表现在能由实物的形状想象出几何图形，由几何图形

想象出实物的形状，进行几何体与其三视图、展开图之间的转化；

能根据条件做出立体图形或画出图形；能从较复杂的图形中分解

出基本的图形，并能分析其中的基本元素及其关系；能描述实物

或几何图形的运动和变化；能采用适当的方式描述物体间的位置

关系；能运用图形形象地描述问题，利用直观来进行思考。”

二、如何落实空间观念

（一）结合经验，培养空间观念

学生的空间知识来自丰富的现实原型，与现实生活非常密切。

教师抓住这些宝贵资源因势利导，把生活中形成的表象、感受与

空间存在的几何图形建立联系，找到它们的连接点，然而如何让

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生活经验产生联想，这是我们教学的切入点。

例如，我在所执教《什么是周长》一课中，通过让学生实际

感受生活中常见的树叶、书、课桌等的周长，从而抽象出周长的

概念。摸一摸量一量数学书的周长，抽象出长方形的周长。

（二）操作感知，形成空间观念

这个操作不仅仅在课堂中体现。在讲授《搭积木比赛》前，

我就让每个学生用硬纸制作六个棱长为 5 厘米的正方体。十一假

后，收到的学生作品有一半都不合格。按道理来说，他们在五年

级都学过正方体也制作正方体，这次制作不应该出现太多的问题，

但实际上学生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学生平

时动手操作还是太少，缺乏经验；第二我对学生动手操作的重视

不够。后来让不合格的同学反复制作，最终的正方体做的还是不

错的，这也说明要让孩子多多操作，他才能形成经验，才会喜欢

动手操作。

这次课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动手操作，每个环节都有动手摆

一摆。在操作的过程中，学生通过摆一摆，看一看等活动去感知

图形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对图形的本质特征有更加深刻

的感受。可以在动手操作活动中促进学生去思考，促进学生去想象。

（三）展开联想，发展空间观念

空间活动的表象之一是能由具体实物的形状想象出几何图形，

再由几何图形想象出具体实物的形状，进行几何体与其三视图、

展开图之间的转化，这种转化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意的经历。

由此可知，想象活动是空间观念培养的主要途径。

例如《搭积木比赛》，首先让学生从立体图形画出平面图形，

学生看不到立体图形的左面，因此他们在画左面的平面图时就需

要分析这个立体图形，想象出立体图形左面的样子。再通过学生

动手摆，还原想象的过程，充分发展了学生的空间想象力。

（四）多媒体教学，深化空间观念

在有关空间观念的教学中，我们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组织教学，

静止的观点容易使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产生片面性，给后面继续学

习造成一定的障碍。运动变化的东西，新鲜有趣的事物容易引起

小学生的注意，抽象的知识通过形、声、情，让学生直观感知和

理解教学内容，有利于突出重点，化解难点，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生动形象地再现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优化学生的认知

过程，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例如设计《搭积木比赛》时 ，教学

中每个环节不仅让学生动手操作，而且我的课件中也会有动态的

展示。比如根据立体图形画出平面图形，先把能看到的面标成红色，

再显示出平面图形。左面看不到时，将立体图形进行旋转，将左

面露出来，让学生更直观的看到图形。通过动态演示，学生可以

很直观的将三维空间转化为二维空间。

三、结语

总之，在小学阶段学生空间观念的培养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

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丰富几何知识体验出发，

从经验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培养空间观念需要大量的

实践活动，需要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氛围。发展学生空间观念

的基本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教师一定要按照学生的认识规律，

从观察、操作入手，帮助学生建立表象，通过联系和比较，概括

了几何形体的本质特征，并注意在实际中运用，才能更好地培养

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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