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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谢桃兰 

（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新城中心学校  江西宜春  331100） 

 
摘要：新课程改革对小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小学数学教学而言，

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充足的数学基础知识，同时也

要对学生的数学思维、正确的解题习惯进行培养，从而令学生的数学能

力真正得到提升，这就对教学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主要对“数

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希望对提升小学数

学的教学水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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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数学知识的抽象性特别强，而小学生的理解能力还没
有完全成熟，因此对小学生而言，数学知识的学习比较困难，教
师必须使用更有效的教学手段才能让学生得到良好培养，进而提
升小学数学的教学效果。数形结合是一种可以将抽象数学知识转
变为实际图形的教学手段，可以让小学生通过直观的图形去理解
数学概念和解决数学问题，学习数学知识的难度可以因此得到有
效降低。 

一、“数形结合”思想概述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经提出了“数无形时不直观，形无

数时难入微”的数学理念，这个理念也是“数形结合”思想的基
础。数形结合利用了数和形之间的关系，通过将“数”转化为“形”，
或者将“形”用“数”进行表达，可令学生从更直观的角度去观
察数学，学习数学的方式因此更加简单，并且解决数学问题时也
会变得更加轻松。数形结合共有两种形式，其一通过“形”去理
解“数”，其二是通过“数”去解释“形”。通过“形”理解“数”
指的是将抽象的“数”直观化，通过对“形”的观察，理解“数”
的问题，探寻“数”中的几何内涵，并降低这个过程中的难度。
通过“数”解释“形”指的是用“数”的方法描述和思考“形”，
探寻“形”的代数内涵，并对“形”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理解。
数形结合可以总结为数量和空间的结合，通过“数”和“形”的
对应关系和内在联系去理解数学概念并解决数学问题，是一种科
学有效的教学手段。 

二、“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以“数形结合”的方式讲解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是对数学知识的抽象表达，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是

不可缺少的基础，比如加减乘除是数学知识，需要通过相应的抽
象概念进行解释，但如果缺少了这个抽象概念，我们将无法理解
什么是加减乘除。但小学生的理解能力才刚刚起步，如果只是单
纯的讲解数学概念，学生将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进而削弱
实际的教学效果，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学生失去对数学知识的兴
趣。对此大多数教师都会让学生强行记忆数学概念，然后在解题
过程中对概念进行套用，但这种学生在没有真正理解数学概念的

情况会导致其在应用过程当中失去灵活性，出现解题方式呆板、
单一的情况，如果题型出现了变化，学生的解题过程变得非常困
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应将“数形结合”的思想应用到概
念讲解中，让学生对数学概念产生更直观的感受，这样学生就会 
真正理解并掌握概念内涵，进而灵活运用到解题过程当中。 

以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上册第 7 单元《分数的初步认识》
为例，因为分数的知识过于抽象，学生一时之间难以对其进行理
解，此时教师可用一个正方体对分数进行表示，将正方体化为不
同颜色的均等区域，讲解不同区域在正方体中代表的份数，这样
就可以让学生直观的理解什么是分数，进而理解分数的概念。 

（二）以“数形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解决数学问题 
教师需使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帮助小学生学习数学知识，

并使他们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更加轻松。通过应用“数学结合”
思想，将数学问题当中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从而找到最有效
的解决方式，让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得到良好锻炼，进
而提升数学能力。以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乘法分配律》
为例，教师可利用一个正方形对 4×4 的数学概念进行表示，首
先让学生自己对结果进行探寻，以此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
性，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然后就是将正方形以 4×4
进行等分，对其真正的结果进行解释，这样学生既解开了数学问
题，同时又对乘法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和掌握，数学能力便因此得
到了提升。 

（三）以“数形结合”的方式培养数学思维 
数学思维是数学素养中的重要内容，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对此进行着重培养，这样可令学生的数学水平得到更好的
提升。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
难，导致其学习进程受到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小
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无法理解某些抽象性比较强的
数学知识，同时也不具备充分的数学思维，看待数学问题无法从
最正确的角度出发。教师可通过“数形结合”对学生进行引导，
以图形启发学生的数学思维，帮助其正确思考数学，这样通过反
复运用“数形结合”，便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思维。 

结束语：“数形结合”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师一
定要对此进行合理应用，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掌握数学
知识，为学习道路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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