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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认识》教后对形概念教学的思考 
方军成 

（佛山市同济小学， 广东佛山  528000） 

前言：“图形与几何”这个知识板块一直是我们小学数学老
师最头疼的，尤其是形概念教学。因为孩子的年龄小，空间观
念差，而传统的平面几何教学过分抽象和“形式化”，缺少与现
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几何”直观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挥；过分强调演绎推理和“形式化”使不少学生怕几何，甚至
厌几何，从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直观中抓本质 运动中找联系 
形概念是小学“图形与几何”中形计算的基础，如何有效

进行形概念的教学，笔者以曾执教的《三角形的认识》为例，
谈谈自己的思考。《三角形的认识》是以图形基本要素“边”和
“角”来认识图形的教学，是其下位教学的四边形、圆及立体
图形认识的框架性学习方法的基础。为了化解概念的抽象性和
小学生思维的形象性的矛盾，我认为要遵循图形教学中“直观
中抓本质，运动中找联系”的认知规律，从学生的需求、生活
中的问题出发，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经历学习的过程，
才能真正达成教学的有效。 

一、在不断地直观感悟中，自主构建形概念 
在教学中，我发现把握形概念的内涵是学生学习的难点之

一。学生在表述形概念时经常会漏掉关健词或说不完整。出现
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原因是老师在教学中常常把概念直接“给”
学生的，形和义没有经历对应抽象的联结过程。所以我在《三
角形的认识》的备课时，教与学的方式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不
断的体验、感知、理解让学生真正掌握和理解：只有三条线段
（每相邻两条线段的端点相连）围成的图形才是三角形。为此
我设计了两个活动： 

1．画一画，初步体验感悟三角形的特征。 
学生对三角形的认识是有基础的，所以我这样设计意图是：

（1）把学生已有的三角形印象在纸上呈现出来，培养学生的图
形表征能力。（2）通过“画一画”舍去这些实物的非数学特征，
而把三角形的本质特征抽取出来，从而初步感知三角形的特征。 

2．辨析中呈现形概念的形成过程，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概念。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只有通过正面的强化理解与反面的

对比认识的互相沟通，让学生的思维经历从“立”到“破而后
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才能真正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数
学概念的深刻理解。 

二、在有效的操作中，体验三角形的本质特性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让学生摒弃不能摇动这个片面的理

解是这一节课的难点。如何才能让学生理解三角形三边组合的
形状唯一才是它稳定性的本质特性呢？我遵循了有效操作原
则。操作是否有效，要考虑到活动有效设计和材料的合理选择
两个方面。 

 
1.活动的有效设计。活动中如果让学生直接做一个三角形，

那学生就没有对比，没有更深的体验。我设计了让学生拿 4 根
吸管围平行四边形和拿 3 根吸管围三角形，探索平行四边形和
三角形的特性，通过对比让学生深刻的理解三角形不易变形，
不是说形状有没有变化，而是指三条边组成的形状是唯一的，
而平行四边形用四要小棒摆出的形状就不一样，所以说三角形
具有稳定性。活动中学生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调整，不断的
尝试，在对比中真正体悟到了三角形的稳定性不仅仅是摇不动。 

2.学习材料的合理选择。学习中材料选择不当，浪费时间，
影响实验效果。所以这节课，我弃用摆小棒，而是用吸管作为
学具进行操作，因为用线穿住的吸管操作简单方便，学生通过
直观就能感知两条边组成的活动角可大可小，添上一根后组成
了三角形，刚才两条边组成的角大小就固定了；加一条边成四
边形后角的大小又可以随着图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了，拿在手
上观察效果很明显。 

三、在对概念本质的理解中，掌握作高技能 

掌握几何作图的技能也是形概念教学中的难点之一。从学
生的层面看：由于学生的年龄较小，他们的动手能力、模仿能
力都比较弱。从教师的层面看，教师在上课时对作图原理解释
不够，对作图方法指导欠缺。 

学生层面是客观事实，我们无法有太多的改变。因此我们
在《三角形的认识》中，对于高的画法，更多反思教师的教学，
我是这样突破难点的： 

让学生理解作高的原理。任何一条三角形的高实际上就是
点到直线的距离。其实，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图的原理，
我们还可以进行形象化的教学。如做平行线：在作平行线时直
尺和三角尺的正确放置是做好平行线的关键，在作平行线时我
们可以把直尺看做火车轨道，把三角尺看做火车，让学生明白
火车轨道是固定不动的，火车即三角尺在轨道上即直尺上来回
移动，就可以做出平行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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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图形的运动中，沟通知识间的联系 

教材中的图形呈现的都是在静止状态，形概念教学很多情
况也是在静止状态下研究平面图形、立体图形的。但是要真正
让学生理解形概念，必须让这些静止的图形动起来，才能让知
识进行很好的沟通。如在《三角形的认识》的最后，我通过解
释学生的一个疑问：三角形的高是否一定在里面？出示了三角
形的在底边不变的情况下，一个顶点在平行线上随意移动，不
断形成新的三角形，不断得到新的高。这个材料至少有 3 个作
用：1.使学生发现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的高不
是孤立的，他们是有联系的；2.理解无论怎样的三角形他们的高
就是点到直线的距离；3.着眼后续知识的发展，了解这些三角形
同底等高，为求三角形的面积打下基础。 

 

 
（下转第 187 页） 



理论探讨 

 187 

 
（上接第 183 页） 

通过这节课的点滴思考，我觉得在以后教学“图形与几何”
时，要大胆放手让学生在操作作中探究，让学生感受几何直观
的作用，借助直观，在直观中抓图形的本质特征，在操作中观
察，让学生领悟运动中发现图形要素的联系，沟通形象与抽象
的对立统一，形成技能，发展观念，从而改变学生怕几何，厌
几何的现象，使形概念教学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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