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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从图形的变换浅谈小学五年级数学教学方法探讨 
◆陈景新 

（廉江市石城镇飞鼠田小学） 

 
摘要：数学作为一门应用比较广的学科，在学生学习生涯中也一直占据

着比较重要的位置。自从新课改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数学教学方法涌

现出来。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有利于学生获取数学知识，还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大部分小学数学教师不但纷纷接受新的

教学方法，将其投入使用，而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改进教学方法。本文

将以图形的变换为例，谈一谈小学五年级数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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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五年级的教学中，图形变换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对于
小学生而言，这节课的开展是其第一次了解到图形的动态知识，
通过这一方面知识的学习，小学生可以形成自己的空间思维，而
思维空间的建立对于学生后期的数学学习很重要。因此，小学数
学教师在课上要讲求方法，争取在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养
成一定的数学思维。接下来将涉及小学五年级数学教学方法的改
进措施。 

一、构建数学情境 
在平时生活中，数学也很常见，如买东西时，价钱的计算。

而在小学教育中，数学也是比较重要的。在小学五年级的数学学
习中，《轴对称和平移》这一章节的学习，是数学教学第一次谈
到平面图形是可以移动的。基于此，学生开始逐渐接触到更为复
杂的图形变换[1]。关于图形这一方面的学习，新课标为满足小学
生素质发展的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教师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首
先，教师要改变已有的教育观念，学会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联系起
来。其次，要学会从生活中吸取经验，在教学中设置情境，借助
生活中的真实情节进行教学。然后，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精
神，在教学中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使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主动地学习。通过以上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不仅为学生提供了
实地考察图形变换的机会，还激发了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热情，
有利于学生空间思维的形成，有助于学生塑造很强的数感，从而
使学生完全学会图形方面的知识。 

例如，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从生活中获得灵感，据此创
造一个教学情境。在课上，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材
料就是四个小正方体，其次，教师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给出的要求，
猜测出四个正方体是如何放置的，并按照相关要求将图形画出
来。比如，教师可以这样说，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四个正方体摆放
起来，如果从正面看就是一条直线，请问如果从侧面看是什么图
形，并将这一图形画出来。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学生可以进行
空间想象。因为不同的学生思考角度不同，可能 终的出的答案
也不一样。再比如，教师可以给出某一图案的三视图，让学生依
据三视图做标准，通过积木的堆叠，形成正确的图案。不论是正
向得出图案，还是逆向推出图形，都是教师基于生活场景，为学
生设置的教学情境，这一手段，有利于学生空间思维的养成。 

二、转变学生思维角度 
要想学好数学，空间想象力强是很重要的[2]。因为这一能力

的强弱对于图形转换的熟练与否是相关的。因此，数学教师在授
课中，为了满足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也为了学生今后数学的发展，
要做到这几点。其一，创新教学模式。数学的教学不再是简单地
知识传递，而是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其二，转变学生思维，要
求学生不仅要有静态的图形观念，还要学会动态的图形分析。在
数学学习中，鼓励学生从多维度出发，注重空间概念的学习，促
进自身形成空间思维。 

例如，在了解图形如何进行运动时，比如轴对称、平移等，
对于这些学生初次见到的知识点，教师要转变教学模式，从生活
现象出发，引导学生开拓思维，充分利用空间想象力。比如，在
教学时，为了更直观的了解什么叫做旋转[3]，教师可以利用钟表
盘作为教具，考虑图形运动的有关知识，将表的指针由十二转到
二等等，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允许学生讲出指针按照
什么方向旋转的，以及指针旋转的角度有多大等。再比如，教师

还可以提前准备一张方格纸，一把直角三角板，将二者放在一起，
并标出角度。此时，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如将三角板逆时针旋转
30 度，要求学生画出旋转后的图形，这样可以锻炼学生的空间
思维，增强其空间想象力，从而促使学生真正学会图像变换的内
容。 

三、注重学生个体层次差异 
当小学生上到五年级时，学生已经拥有一定的数学知识储备[4]。

但是由于学生的先天资质不同，以及后天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
学生之间的不同会越发明显。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学习水平上，
在学生的学习心理上也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教师在授课时，要
注意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比如，在讲授图形变换时，针对这一差异，教师要进行差异
授课。对于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授课内容要更深入一些；对于基
础薄弱的学生，授课内容更侧向数学基础知识。充分考虑新课标
的要求，对于学生进行分层次的教学，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立
不同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有更强的针对性，如对于基础概念
不好的学生，加强概念的巩固。数学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进行
开放性教学，不再限于年级的知识隔膜，探究更深层次的学习。
与此同时，教师要善于发现讨论的重要性，比如铅笔的旋转，教
师可以提出这一简单的论题，接下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对
于铅笔的旋转方向，以及旋转角度都可以展开探讨，激发学生对
于数学的热情，尽量缩小个体差异，锻炼学生空间思维，培养学
生空间想象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学的学习不再是简单的知识获取，而是学生数

感的形成，以及空间思维的养成。因此，教师为了满足新课标的
教学要求，需要全新小学数学教学方法，主要做到这几点，其一，
创新教学模式，构建学习环境；其二，改变教学观念，教会学会
多维度考虑问题；其三，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学时有一定的
策略，与此同时，又要尽力缩小个体差异，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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