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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抽象”变“具象” 
——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法的实践 

陈静 

（浙江省宁波市咸祥中学  315141） 

摘要：高中数学新课标要求，教师不仅需要将教材中基本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同时应该将数学思想传授给学生。高中数学涵盖
四大数学思想，数形结合属于重要数学思想之一，其属于知识载体，同时也属于中思维能力。在该思想中，数形转化能够促使一些
关系、概念变得形象、直观。能够充分减小学生学习难度，同时可以将学生虚席热情充分激发出来。特别对于学习兴趣低、基础较
差的学生，教师若是可以灵活运用数形结合法，认真备课，则会使此类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得到有效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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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数学学科的适用性较强，然而在传统教学中，由于思想

观念影响，使得高中学校对于学生成绩较为重视，极易导致学生形
成厌倦心理。所以，对于高中数学教学活动，教师需要合理借助数
学结合法进行，进而将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出来，充分调动
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其能够充分参与课堂教学活动[1]。 

1 数学几何法在高中数学中的应用原则 
了解与应用数形结合方法过程中，将“形”与“数”之间关系

进行抽象处理，将数形结合时的转化策略和转化方法概括出来，借
助应用数形结合法获得良好启发，培养学生形成良好数学思想。所
以数学教师选择数形结合法开展教学活动时遵循以下原则。 

1.1 直观性原则 
一些教师认为，数形结合法的直观性原则主要实际协助图形或

是坐标完成直线绘制工作，另外还涵盖模型构建、模拟列表以及图
形演示等，借助直观性教学手段，充分减小数学知识学习难度，促
使学生可以进行深刻理解以及灵活运用。 

1.2 简洁性原则 
对于高中数学课程，教材中的知识点难度大、数量多，一些学

生刚刚接触高中数学时会出现理解困难等现象，而通过应用数形结
合法可以将难以理解的数学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数学知识，借助
直观方式为学生呈现数学定理、概念以及公式等知识，进而充分保
证数学教学艺术性，引导学生充分突破数学学习困境[2]。 

1.3 双向性原则 
在应用数形结合法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时，应该由“数”抽象性

以及“形”直观性开展双向分析工作，对两者优越性进行比较，保
证双向分析和数形结合法能够和谐共存。不能所有题目均进行图像
转化，也不能够全部通过代数法进行。应该针对具体题目选择合理
方法，另外一些题目还需要对两者进行结合，才可以顺利解答。 

1.4 等价性原则 
在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法在应用过程中应该对数形转化过程

中的等价原则进行充分掌握。研究数学问题过程中，图形内容和数
量关系之间应该具有良好一致性，选择构图法对数学问题无法进行
处理时，需要冲破图形解题局限，选择“形”和“数”之间进行等
价转化的方式，充分提高数学问题解答效率与准确率。 

2 数形结合法在数学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2.1 借助数量关系开展几何图形教学 
对于几何图形知识，相应解题法与思路均为 2 种以上，虽然不

同解题方法与解题思路的差异性较强，但是可以分为 2 种类型，即
数形转化与形数转化。对于形数转化，即对几何问题进行数量问题
转化，促使几何图形与数量关系之间实现全面转化，同时引导学生
借助数形转化对几何图形的内在关系进行充分了解，进而对几何图
形进行深刻了解，对几何关系进行有效把握。同时，在几何关系展
示中，坐标系是主要借助数量关系进行展示的方式，充分强化形数
转化具体性与准确性，借助具体数学语言全面分析理解几何图形，
同时获得相关数学结论[3]。 

比如，开展人教版（A 版）的高二数学—《三角函数的图像与
性质》教学活动时，借助数形结合法对三角函数规律与定义进行讲
解，能够促使学生进行有效理解，并产生深刻记忆，充分强化学生
对于三角函数的熟练度。对于高中数学课程来讲，三角函数具有较
高的使用频率，特别在几何问题解决方面。例如，按照要求将函数

简 单 图 形 画 出 来 ， 其 中 ，

,学生可以按照

要求挑选关键的点（5 个）， ，同时结合上述

坐标点将相应图形画出。见下图。 

 
图 1 函数简单图形 
通过上图能够发现，借助数形结合法能够充分提高几何图形的解

题思路更加清晰，充分强化学生处理及核问题的能力与效率。需要充
分认识到在简化几何图形中辅助线的重要性，结合数形结合法充分提
高学生采用辅助线解决问题的意识，充分提高学生解题能力。 

2 在圆锥曲线中应用数学结合法 
对于数学发展史来讲，解析结合具有里程碑意义，属于常量数

学转变为变量数学的重要标志。在解析几何中，坐标法属于常见方
法，借助代数语言对几何关系进行描述，对几何问题进行代数化处
理，进而充分实现几何问题解答目标。开展圆锥曲线和方程教学活
动时，借助数形结合法引导学生借助“数”与运算方程对圆锥曲线
和方程问题进行解答。 

比如，设 P 是双曲线 的右支上的异于定点任一点，

均为双曲线的焦点，那么 内心 M 的轨迹方程为：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设 内切圆和直线 切于点 D，和
直 线 P 切 于 点 E ， 和 直 线 P 切 于 点 F ， 那 么 获 得

，另外设定 D（x，0），那

么 所以 内心 M 的轨迹方
程就是 。 

教师通过上述方法在解析几何中运用平面几何相关知识，可以
对计算进行有效简化处理，充分提高解题效率。 

结语：综上所述，在高中数学课程中的各个领域中合理应用数
形结合法，能够对传统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进行充分弥补。引导学生
对“数”和“形”的内在联系进行充分理解，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树立数形结合意识，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灵活运用对数学问题进
行正确解答，进而充分突破学习困境，有效建立高校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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