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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背景下小学数学高效教学模式探究
段智邦

（日照港第一小学，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简单说就是“数”与“形”的科学。因此，数形结合思想是数学学习中必不可少的

思想方法。数形结合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中应用非常广泛，《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对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有明确要求。

基于此，文章对数形结合背景下的小学数学高效教学模式的构建策略展开积极探索，以推动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高效应用，

促进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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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是最具代表性的数学思想方法之一，在整个数

学思想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有机渗透数形结合思想方法，能够帮助有效学生化抽象为形象，

化复杂为简单，能使要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本文撷取教学中的

几例说明以分析“数形结合”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妙用，旨在促

使学生解题能力、分析能力等相关能力的不断提升，进而构建小

学数学高效教学模式。

一、数形结合的应用优势

（一）帮助学生找到解题方向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发现，小学生难以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

甚至会因此对数学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小学阶段的学生生活和学

习经验不足，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不注重发

展学生逻辑分析、思维判断等能力，不知如何带领学生运用数学

知识处理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会使学生无法真

正理解这些抽象的知识，还容易挫伤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难以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应转变教学思路，面

对抽象的数学问题，运用数形结合的方式，先在黑板上板书相关

数学问题，将图形与数学知识施行巧妙地结合，带领学生一起分析，

一步步引导学生去解决问题。这样，学生能跟着教师的思路一步

步解决数学问题，从而树立数学学习的自信心。

（二）帮助学生初步建立空间思维

小学阶段的学生处于皮亚杰儿童发展理论中描述的具体运算

阶段，喜欢用直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数形结合方法在学生数学

学习中的熟练运用，有助于小学生初步形成空间想象能力，在之

后的空间几何类型板块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也会更加得心应手、游

刃有余。空间思维的建立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更强的空间立体感，

还能使其更好地理解深层次的数学知识。

数形结合的本质就是将抽象化的数学知识与直观的图形施

行融合，以此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让学生可以切实感受

到数学知识的强大魅力。此外，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借助图形开

展教学，还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促使学生更加深入

地发掘更多潜在的数学知识，从而形成良好的直接思维能力。

　　（三）活跃数学课堂的学习氛围

利用数形结合思想，不仅有助于学生解决数学问题，同时还

可以达到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动力的教学效果。

以“加法交换律”的教学为例，在教授公式 a+b=b+a 时，教师便

能够借助“数”与“形”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用橙子、苹果等水

果分别代表字母 a、b，以更加直观的形象代替抽象的字母，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加法交换律。对于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的

小学生来说，无论是橙子加苹果，还是苹果加橙子，所得到的结

果都是一个橙子与一个苹果。由此可见，通过这种直观的数形结

合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化抽象为形象，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数学

课堂的趣味性，同时还充分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动力，从而使得

数学课堂教学更加高效。

二、数形结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以形解数

通常“形”能够带给学生直观、简单的视觉形式，因此对于

小学数学概念性知识，教师就可以运用数形结合思想，以形助数

为小学生提供基础的数学思维，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

正因为大部分的数学概念都比较抽象，让学生难懂，即便是五六

年级的学生也难以充分、全面地掌握，因此此时的“形”便能够

充分发挥其直观的优势与作用，为学生清楚地展现出数学难题。

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百分数”这一单元的教学为例，其主

要是让学生掌握解决有关百分数的简单实际应用问题的方法。因

此，在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线段图去理解“已知一

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的问题，从而在帮助学生体

会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的同时，获得直观、愉快的数学学习体验。

比如，晨晨家 5月份总支出为 1250 元，其中水电支出占 10%，书

报支出占 2%，其余为食品支出，求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为

多少？具体支出多少钱？对于这道题，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画线

段图理解，将题目中的总支出看作整体“1”，依次用线段表示出

各项支出，自然而然地就可以算出总支出。这样一来，“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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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直观地将一连串的数据展现出来，使抽象的问题简单化，

帮助学生从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知，确保学生有方法、有思路、

有能力地解决问题。

（二）以数助形

从本质来看，数形结合其实就是概念与实际的融合，并用数

学的两种形式施行表达与描述。虽然“形”可以直观、清晰地显

示出数据，但如果遇到粗略的数学问题，就需要“数”来发挥其

作用，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与掌握。因此，学生对“形”的深化

认识还需要通过“数”的描述与表达。以线段、射线及直线为例，

在现实中线段两端都有端点，射线只有一端有端点，但是直线是

没有端点的，因此，线段长度是不能变化的，而射线则是一端能

够伸长、缩短，直线的两端都是能够无限伸长、缩短的，这里利

用“数”的数学语言对“形”施行描述更利于学生建立其相应的

形象。

同时，对于几何图形的周长、面积及体积等问题都有特定的

数学公式、定理，能够给学生直观的认识。图形面积公式的建立

是从数方格开始的，通过一个个地数小正方形的面积，以此来获

得其他图形的面积，但要判定图形的性质，就需要通过数学计算

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教授“圆的周长”时，教师可鼓励学生

绘制出周长为 20 厘米的正方形，学生首先需要通过数学计算求出

边长为 20÷4=5 厘米，然后才能动手画图形。

三、数形结合背景下小学数学高效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一）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

数学概念一般比较抽象，对于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小学生来说，

不容易理解和掌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用数形结合思想，

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数学概念。以“乘法”这一章节的教学为例，

很多学生都对乘号这个概念不理解。这时，教师可以画出5支铅笔，

告诉学生 1支笔 1块钱，问学生一共需要花多少元钱。这样，学生

明白只要在物体总数一样的情况下，乘法方式计算其实和加法方式

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充分认识到乘法比加法要容易计算，应用乘

法可以简单地计算得出结果。由此可知，教师运用数形结合的方式

施行数学概念的教学，可以深化学生对于相关概念的认知。

（二）培养学生数形结合意识

在培养小学生数形结合意识的过程中，教师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主导作用。教师是教学工作的组织者、设计者，要想在数学教

学过程中将真正地将数与形结合起来，就必须加强对学生数形结

合思想应用意识的培养。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准备过程中，要

抓住重难点知识，深度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利用合理、有效的

教学方式方法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并在教学过程中教会学生使

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学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学生要想准确算出题目，首先必须读懂题目并厘清题目要求，

从而准确计算出答案。例如，砍一段竹子需要五分钟，那么把一

根竹子砍成六段需要用多长时间？学生在做这种类型的题目时，

很容易把题目看成是需要砍六次竹子，而出现错误的原因就是没

有弄清题目的要求。这时，教师可以采用数形结合的方法，在纸

上画一根竹子，然后把纸折五下，这样学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折

五下就可以把竹子分成六段，从而轻松地得出答案。学生通过简

单的图形表示，能将复杂的题目简单化，掌握问题的关键点，从

而厘清题目要求，明确解题思路。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提高

学生的解题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提供新的解题思路。

以后遇到各种类型的数学题，学生也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来解答问

题，做到一通百通。

（四）巧解考查数量关系的题目

在实际应用中，一些题目中往往会涉及到复杂的数量关系，

而这也是学生们解答题目的一大难点。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运用

线段来表示复杂的数量关系，就可以轻松解答问题。例如，饲养

场养的鸡比鸭多 80 只，鸡的只数是鸭的 3 倍，问鸡有多少只？这

类数学题目对于小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在解决这类问题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将题目所表达的内容用画线段图的方式展示出来。

通过反复研究，学生发现，鸡比鸭多出来的 80 只，就是鸡比鸭多

出来的 2 倍数量，故答案是鸡有 120 只，鸭有 40 只。这时，学生

就能意识到运用线段图能更好地厘清题意，而且计算结果也不容

易出现错误。由此可见，通过图形的方式将问题展现出来，不仅

能够使得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更有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本文从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数形结合思想的重要性、数形

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引用路径以及数形结合背景下的小

学数学高效教学模式构建策略三个方面展开了全面阐述。综上所

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小学生的学习特点，丰富教

学方式，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更加灵活地运用数形结合理论，

进而不断提升解题能力，获得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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