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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形结合思想在初中数学解题中的应用
宋慧珍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数形结合思想是较为常见的数学解题思维，有利于将复杂的问题转化成较为简单的问题，使学生更为直观、高效地解决相应

的数学问题。为了更好地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开展数学解题教学，笔者注重从数形结合思想在初中数学解题的意义、注意点以及应用三方

面论述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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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不是让学生总结数学

解题规律，而是让他们盲目地做题，导致最终学习结果事倍功半。

针对这种状况，引入数形结合思想，并简要介绍数形结合思想的

运用条件，让学生更为灵活地运用这种思想解题，使他们在实际

的操作过程中逐渐把握数学解题的规律，促进学生解题效率的提

升，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一、数形结合思想在初中数学解题中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思维习惯

在数学解题过程中，学生可以结合具体的数学题目灵活运用

数形结合思想，将数量问题转化成图形，直观发现各个条件之间

的关系，或是将图形问题转化成数量问题，化难为易，解决数学

问题，让学生更为高效、准确地解决相应的数学习题，促进学生

良好思维习惯的养成。

（二）消除学生畏惧数学的心理

与小学数学题相比，初中数学题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初中

阶段，很多学生开始出现听不懂数学知识的状况，进而产生严重

的畏惧心理。针对这种状况，初中数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

引入数形结合思想，让学生更为直观地分析数学问题的同时，激

活他们头脑中解题的灵感，在正确解题的过程中获得自信心，使

学生真正克服畏惧学习数学的心理，提升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动性。

二、数形结合思想在初中数学解题中注意点

（一）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范围

1. 用于数问题以及运算问题

在解决数以及运算问题的过程中，教师注重引导学生从“以

数助形”的角度思考，让他们将数的问题转化成形的问题，真正

更为直观地将题目中的各个条件运用在图形中，激发学生的解题

灵感。具体主要运用在以下数学问题中：

（1）数轴。解答与数轴相应的题型，比如有理数的四则运算、

数的概念性问题（相反数、绝对值）。（2）公式。在推导相应的

公式以及定理问题时，会运用到数形结合思想，比如平方类公式（完

全平方和或差等）。（3）函数。学生可以将数问题转化成图形问

题，解决函数中的值域问题，或是最值问题。（4）比较大小。学

生可以运用数形结合思考解决比较大小的问题，即根据题目中数

的相对关系，画出相应的图形，将复杂的问题转化成直观的图形，

进行相应数值的比较。

2. 解决图形的性质问题

在解决图形的性质问题时，学生需要根据图形的特点联系可

能的函数类型，并做出相应的判断，从而解决此类问题。常用习

题类型如下：

（1）大小。学生需要根据具体的图形问题比较相应数的大小，

或是线段长度的大小。（2）位置。学生可以运用数形结合思想，

将有序数对描述在相应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3）几何量。学生

结合具体的图形性质，运用不同的函数，比如方程、不等式等，

解决几何中量的问题。（4）关系。学生可以根据图形的相对位置

关系，并结合各个公式的特点，得出相应的函数公式。比如直线

与圆相对位置的函数公式、两条直线相对位置的函数公式。

（二）运用数形结合思想的注意点

1. 一致性。学生在运用这种思想解题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数与

形在变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注意函数在绘图过程中的定义域

取值范围、特殊的点等。2. 精确性。学生需要观察图形的特征，

并结合这种特征运用相应的数描述，增强数形转换的精确性。3.灵

活性。有些数的问题对应的图形具有不唯一的特点。为此，学生

在运用此种解题思想时需要注意数的特殊性与图形的特殊性一一

对应，注重考虑其中的特殊图形或数。

（三）培养学生数形结合思想的原则

1. 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运用数形结合解题的过程中，教师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即根据学生的实际数学知识水平以及每个年级阶段的特点，灵活

设置相应的习题，让学生由浅入深地解题，逐渐获得数学解题能

力的提升。

2. 自觉性原则

教师在开展此部分内容的授课中侧重让学生真正运用数形结

合思想解题，从感性的角度认知这种解题思维便捷性的同时，使

他们获得数学学习的成就感，并更为自觉地运用此种思想解决相

应的习题。

3. 因势利导性原则

任何一种解题思想与其他思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为此，在

开展数形思想解题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把握数与形的属性，

并在此过程中遵循由一般向特殊的解题规律，相机性地对学生的

思维进行引导，促进他们运用数形思想能力的提升。

三、数形结合思想在初中数学解题中的应用

（一）采用自主探究法，提升学生运用数轴解决数问题的能

力

本文中的数轴解决的问题为两个不等式组的解集问题，即学

生需要解对应的不等式方程组，并将所得的解标注在数轴上，从

而得到相应的答案。由于这部分内容相对简单，教师以自主探究

教学法为教学途径，让学生在解答不等式后，进行相应的作图，

总结对应的答案，使他们牢固掌握此部分知识点。教师以下面一

道题为例子：

问题：请解出下列两个不等式组的解集。不等式一：2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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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式二：x-2 ≦ 0。请判断上述两个不等式解集的公共部分，并

运用不等式表示。在开展上述问题的解题过程中，为了提升学生

的计算精准性，教师做出如下提示：

（1）注意未知数系数是负数的项，当此项系数化为“1”时，

则不等号的方向要随之发生变化。

（2）注重数字符号与图示符号的对应性。

假如不等号中有等号，则图形符号表示为实心；不等号中没

有等号，则图形符号表示为空心。由于这道问题相对简单，因而

大部分学生可以画出相应的数轴，并得出－ 2﹤ x ≦ 2 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自主探究法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对学生进

行针对性的提醒，让他们避免由于标注错误，而引发的解题错误。

通过运用数轴教学，教师让学生将数的问题转化成相应的图形，

减少学生的思维量，让他们更为直观地发现不等式中的解，提升

学生的解题效率。

（二）采用合作教学法，提升学生运用直角坐标系解决函数

问题的能力

初中数学教师可以设置相应的函数问题，让学生结合函数的

特定参数，画出相应的图像，使他们掌握相应的数形结合思想。

在初中数学中，常见的函数有二次函数、一次函数以及反比例函

数等。在进行上述函数问题的解题过程中，教师可以以合作教学

为主要手段，开展函数解题教学，让学生之间通过深入讨论，探

究出函数的特点，并做出相应的图形，更为高效地解答相应问题。

在本段的论述中，笔者注重让学生绘画坐标系图形解决相应的函

数问题。具体的题目如下：

图一　“二次函数”问题

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有一个抛物线，公式为Y=ax2+3。

这个抛物线与坐标系中的Y轴有一个焦点，即为A点。与此同时，

有一个抛物线为 Y= x2. 此抛物线与过 A点，且与 X轴平行的线

有两个交点，分别为 B点和 C点。请求 BC 线段之间的距离。在

列出上述问题后，教师考虑到此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难度，运用

合作教学的方式，对本班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充分挖掘题目中

隐含的条件，并将各个条件进行组合，探究此项问题。值得注意

的是，为了让学生的思考更具有方向性，教师引导他们从画图时

的四看入手，即看图形的开口方向、对称轴、顶点坐标以及特殊

的点。与此同时，教师让学生运用 3这个常数项，进行相应问题

的推断。通过学生的讨论，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可以得出 A、B、

C三点的纵坐标相等，并结合第二个抛物线的公式得出 BC两点的

纵坐标，从而算出 BC线段的长度。

（三）运用微课教学法，攻克概率教学中的重难点

通过观看历年的中考题型，笔者发现统计性题型的比重连

年上升。在初中习题的表现为概率类题型逐渐增多。概率类题

型既是教学中的难点，又是教学中的重点。为了攻克此部分题型，

教师以微课教学为重要方式，让学生在课下结合教师的引导，

绘制相应的概率图形，解决此项问题。在此，教师展示一道概

率性问题：

图二　“概率问题”

有两个黑色的袋子，分别以甲袋和乙袋命名。在甲袋子中有

三个玻璃球，分别标有0、2、5字样。在乙袋子中同样有三个玻璃球，

分别标有 0、1、4 字样。请运用画图的方式，列出随意在两个袋

子中分别摸出一个球，求出这两个球的数字之和为 6的概率。更

为重要的是，教师让学生在课下画图，进行一一列举，并注重让

他们不要漏掉可能的数字。在再次开课后，教师让他们分享思考

结论。一位学生说：“我一共列出九种可能情况，其中两种可能

的情况是 6，因而出现概率的可能性是九分之二。”在进行概率

的教学中，教师采用微课法，让学生在课下进行相应图示的绘制，

从而更为直观地解决上述问题，攻克概率教学中的重难点。

（四）利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柳卡问题”

“柳卡问题”即为相遇问题，也是中考中的常考点。在解决

此类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一次函数图形进行解

析，得到两者的实际相遇次数。在此，教师提出如下问题，让学

生思考：

图三　“柳卡问题”分析

一辆迈凯伦跑车和一辆野马同时从 A地驶向 B地。两地的距

离为 100 公里。迈凯伦的车速为每小时 100 公里；野马由于发生

故障只能以每小时 20 公里的速度前行。迈凯伦在 AB两地之间行

驶。问题为野马在 A地出发后，到 B地之间一共与迈凯伦相聚的

次数。在解决此类题型时，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确相遇的概念，并

作出行驶路程以及时间之间的一次函数即可。通过绘制相应的图

形，教师发现学生可以得出野马与迈凯伦一共可相遇四次。

总而言之，数形结合思想与初中数学具有紧密的联系。教师

既要熟知数形结合思想的特点，又要了解这种解题思想的局限，

真正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充分发挥这种解题思想的优势，拓展

学生的数学解题思维，让他们更为高效地解题，促进学生数学综

合学习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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