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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画数学”促进低年级学生几何直观能力的提升 
李　莉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北京 门头沟 102300）

摘要：“画数学”的过程就是将抽象的思考对象“图形化”，学生借助“图画”理解概念，寻求解题思路。低年级学生的数学学习，

思维离不开具体直观形象的支撑，本文从借助“画数学”帮助学生巩固新知、突破难点、理解数量关系、建立知识网络四个方面来展开阐述，

表明“画数学”是学生从直观走到抽象的桥梁，也是几何直观能力得到提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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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 1 年版）》中把几何直观作为

数学课程标准的 10 个核心概念之一，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直观

地理解数学，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低年级

学生的数学学习，离不开具体直观形象的支撑，“画数学”这种

直观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学生从形象走向抽象的重要桥梁，也是

师生、生生之间能够进行良性沟 通的纽带。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把数学问题通过“图画”的形式 表现出来，引领他们在“画”中

思考、学习、交流、分享，我认为这是培养几何直观能力的 重要

途径。低年级的学生由于生活经验和知识经验都不足，有时不理

解题目表达的意思，有时不明白老师和同学发言的内容，有时也

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再加上很多字不认识、不会写，导

致交流起来比较困难。通过平时对学生的观察和调研，我发现他

们非常喜欢用画画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将计就计，引导

他们把学到的数学知识画出来，或者用画的方法解决问题，发现

学生不仅很喜欢“画数学”这种学习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几何直观的能力都相应的有所提高。“画数学”需

要学生利用图想方法，借助图思考问题，根据图解释想法，所以

利用“画数学”来解决问题成为了我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在低年

级的课堂教学中，我做了以下的几 点尝试：

 一、在“画数学”中巩固新知，促进几何直观能力的提升

在一年级教学中，很多问题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学生第一次接

触，尤其是“解决问题”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比如加法和减法的

初步认识、带大括号的解决问题等，这都是学生第一次接触，问

题总是出在不能很好地读懂图意，正确地列出算式。

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我采取了下面的形式，每学完一个类

型的问题都会让学生在纸上画四幅本节课学习的知识图，并列出

算式。（如图 1）学生如果能自己画自己解，说明他进一步理解

了图意，理清了数量关系，在画一画、算一算中巩固了新知，学

生的学习兴趣也非常高。

“画数学”不是仅仅停留在“画”上，还要让这些“数学画”

发挥更多的功能：可以请学生将自己的“数学画”在课上跟大家

展示交流，学生经历想、画、说、评的这些环节，在交流中思路

重新理清，分享中思维得到碰撞；还可以拿出学生出错的图画，

引导大家对“错图”进行分析讨论，通过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

互相补充，每个同学都在逐步修正中进一步地理解了加、减法的

意义。这个过程从“错误”中捕捉，在“正确”中提升，挖掘学

生的想法，这样的学习方式更直观、更深刻、更有效，同时也促

进了几何直 观能力的提升。

图 1　减法图

二、在“画数学”中突破难点，促进几何直观能力的提升

有了前边“画数学”的经验，学生只要一遇到难题首先就想

到的是画一画解决问题。比如在解决一年级的“排队问题”时，

求女生队第 5 个同学和第 10 个同学之间有几个同学？如果直接列

式，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比较抽象，不易理解。在学生没有解

题的思路的情况下，鼓励学生画图，图一画出来，直观形象，学

生也体会到了画图的重要性。“画数学”让学生的思维跃然纸上，

让学生的思维可见，难题迎刃而解。（如图 2 和图 3）

    

图 2　图形表示排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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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表示排队图

学生有了解决这个“排队问题”的经验，再遇到其他类型的“排

队问题”，仍然会采取用画图的方法来帮忙解决，也能在画图中

发现这些排队问题的不同，能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解决问

题。当然，别的类型的难题同样也会被学生的图画一一击破，“画

数学”不仅直观形象地帮助学生理解了数学难题，而且还可以方

便地代替学具，在积累解决问题经验的 同时几何直观能力也得到

了提升。

三、在“画数学”中 理解关系，促进几何直观能力的提升

能准确地分析数量关系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低年级

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喜欢看其中的字或者词，“一共”“还剩”“每”

等这些字词都是他们判定用什么方法的依据，没有用分析数量关

系来解决问题的意识。遇到这种情况，引导学生借助画图来 理清

题目中的数量关系是很好的方法。

例如二年级学习完乘法后，有这样的一组对比题目： 

有 4 排桌子，每排 5 张，一共多少张？

有两排桌子，一排 5 张，另一排 4 张，一共有多少张？

这两个题目数据一样，情境相同，问题也相同，但数量关系

不同，学生却不容易弄清楚，为了使学生明确数量关系，我鼓励

学生先画图再 列式，通过画图、对比、分析，他们很快地发现原

来第一题是求 4 个 5 是多少，第二题是求 5 和 4 是多少。（如图

4 和图 5）画图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了乘法和加法的意义，并能有理

有据地选择算法。

图 4　“4 个 5”图 

图 5　“5 和 4”图

学生画图需要读懂题意，画出条件和问题，再通过直观图理

解数量关系，这个过程中解决问题能力不 断提高，促使几何直观

能力也得到了不断提升。

四、在“画数学”中建立网络，促进几何直观能力的提升

在学习完每个单元后，我们都要带领学生回顾总结本单元的

知识，便于学生形成知识网络。先是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这一单

元都学习了什么知识，并尝试把这单元的内容画出来，之后在课

堂中进行展示交流，在交流 过程中同学之间互相评价、互相补充，

这样通过画画的形式将单元知识总结在一张纸上，类似于我们的

思维导图，虽然学生画得很稚嫩，有的还需要家长的帮忙，但在

画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翻看教材，需要分类、整理内容，把很多页

的知识画在一张纸上，这个过程使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不断提升，

数学知识在脑中已然形成清晰的网络。

低年级学生因为生活经验不够丰富，大脑中的事物、图形等

表象存储少，再现能力弱，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知识

整理图的形象展示，他们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学习困难，所以从低

年级开始引导学生整理知识树、知识网，形成知识的结构来理解

与表征，为后续的学习建立知识网络打下了基础。

学生从不知道怎么画，到尝试画，再到体会画图解决问题的

乐趣，通过画图来分析、解决问题，来表征概念，表达个人思考、

辅助数学学习……画图的过程是学生学习经验的积累的过程，是

思维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几何直观能力得到提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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