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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几何图形的教学策略研究 
◆孔翠莲 

（广西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新乐小学  广西南宁  530229） 

 
摘要：图形与几何是小学数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几何图形知识是一个重

点也是难点，该部分可以培养学生的空间概念和逻辑推理能力，但是在

新课程改革的同时，图形与几何的教学中也呈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此

需要寻求有效的解决策略。小学数学教师在在进行几何图形教学的时候，

要围绕学生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教学设计，可以通过生活化导入设计，激

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要引导学生从生活情景中抽象出几何图形，培养推

理能力，还要注重开展动手实践活动，促使学生融会贯通。笔者结合多

年赖的教学经验，主要介绍了小学数学几何图形的教学策略，以供同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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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前的小学数学教

学方法和手段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严重的问题，这就要有办
法来改进，从而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数学新课标中指出，在
图形与几何的教学中，要帮助小学生建立空间观念，图形与几何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与推理能力。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
段和学生的活动，确保几何图形教学更加有效深入的开展，这是
广大小学数学教师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 

1 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教学存在的问题 
小学生 先感知的是空间图形，认识周围世界的事物需要描

述事物的形状，几何图形的性质能够准确描述现实世界空间关
系，因而图形与几何的教学能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
题的能力，让学生积累多角度认识图形和刻画现实世界的经验，
同时能够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以及把握生存空间，还能体验数学学
习的乐趣，在为学生大胆创新和动手操作活动提供了必备的工
具，让学生领悟数学的思想方法，感受数学推理的力量[1]。 

但是在当前的小学数学几何图形教学中，却存在很多突出问
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传统的教学方式仍然占主导。大多数教
师仍然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不仅难
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同时还会让学生对学
习非常厌倦。第二，教学目标不科学。不注重学生的思维训练，
一味地让学生背诵相关的公式，但是如果学生一旦遇到不规则的
图形，就完全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解决；第三，教师对学生的关注
度不够。虽然很多教师能够有效地展开教学活动并注重师生间的
互动，但是对学生学习中错误的想法没有及时纠正，也没有加以
分析， 后导致学生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是一味地错下去。 

2 小学数学几何图形的教学策略 
2.1 生活化导入设计，激发探究欲望 
当学习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越贴近，学生接纳知识的程度

越高。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从小学生熟悉的事物
中创设情景，引入教学，这不仅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无处不在，同
时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2]。比如在“认识图形”的教学中，就我

可以为学生们展示生活中的电视机、钟表、魔方等物品，让学生
们看到这些熟悉的物品，然后再引导他们认识长方形、正方形、
圆形等几何图形，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小学生对图形与空间
方面的内容已有一定的认识，利用几何知识解释生活现象，让数
学回归生活，使学生获得“学有所用”的积极情感体验。教师可
以设置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教学情境，通过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物
体，辨认分析和推理等活动，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2.2 从生活中抽象出几何图形，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 
在学习活动中，学生更愿意自己去经历，去实践。他们或许

会相信你告诉他们的，但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经历的
事，这就是一种“体验”。图形与几何的教学，就应让学生经历
从生活情景中抽象出几何图形的过程。另外，推理能力的发展应
贯穿于整个数学学习活动中。推理是数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包括
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通过观察、实验，容易发现空间与图形中
的一些奥秘，经过提炼、合情推理得到数学猜想，然后再通过演
绎推理证明猜想的正确性，由此，得到数学定理、法则、公式等。
几何为学习推理提供了素材，因此，引导学生进行推理是几何教
学的重要环节。 

2.3 开展动手实践活动，促使学生融会贯通 
空间观念的形成，只靠观察是不够的，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进

行操作实验活动，让小学生自己去比一比，拼一拼，通过运用已
有概念解决相关问题，对所学概念进行重现、提炼，相互作用，
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的作用[3]。例如在对“平行四边形”内
容学习中，就可以将一张长方形的纸进行裁剪、拼接，形成一个
平行四边形，思考两个图形之间的关系，推导出平行四边形面积
公式。此外，小学生学习中应鼓励用数学的语言对其进行探索和
思考，数学语言的交流不仅是让小学生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展现给
大家，更重要的是让小学生在表述的过程中 大限度地提高自己
的逻辑思维水平，只有在一起共同探讨、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才能不断提升。 

结语 
总之，小学数学中图形与几何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教学策

略也灵活多变。除了以上几种策略外，还可以让学生试着去理解
概念之间的联系，真正渗透空间思维，更有利于图形与几何的学
习。不论采取哪种教学策略，只要我们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随着
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结合学生的成长发展，学生自然会在小学
数学几何图形的概念学习中收获知识，确保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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