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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吴正宇

江西省鄱阳县金盘岭镇桂坂小学　江西　鄱阳 333100

摘　要：传统的灌输性教学模式不利于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而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将抽象的概念通过图形的方式形象

化地展示出来，能够降低学生的思维负担，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因此，教学中应该积极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不断提升

小学数学教学的质量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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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学生进行数学学习的重要时期，小学生领悟

一种数学思想方法，不但可以使学生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还能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培养其创造能力，“数”与“形”二
者密切相关，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数学知识，
数形结合的教学思想不仅仅是要对学生学习数学起到引导作
用，主要目的是增强教师应用数形结合教学思想的教学意识。

一、数形结合思想对小学生思维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直观化题目涉及文字

由于小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与成年人有较大差别，小学
数学教师在解释与日常生活用语表述方式不同的数学理论时，
最大的困难在于让小学生理解教师语言背后的含义，即让小
学生理解相应概念的含义。对于数学学科而言，为保证对理
论知识的详尽描述，避免产生歧义，常会用重复性的语言去
强调某一概念的细节，这就对小学生的理解造成了阻碍，但
在数形结合思想的辅助下，小学生可以通过直观的图像去跟
随教师的思路分析相关定义，实现文字内容的直观表述。

（二）形象化相关数学规律

在小学教学中，由于小学生的综合能力不足以解决复杂
的数学应用题目，数学教师常会选用一种题型———找规
律———来锻炼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这种类型的题目，其规
律或是隐藏在一串数字中，或是隐藏在一些列变动的图形组
合中，总之都是单纯用文字无法描述的，必须由学生自己动
手去试着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须要传授给小学生数
形结合的思想，才能将题目中的规律形象地表达出来，让小
学生能够认同规律的来源，而不是死记硬背。

（三）简单化复杂题目背景

数形结合思想在应用中最独特的表现即为可将题目条件
转化为直观的图像，将文字性的表述综合在一个简单的图形
上，小学生通过分析图形，可以快速地找到所求内容的关键
点，省去许多繁琐的计算步骤。

二、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形结合思想的途径

（一）利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释数学概念

数学这门学科涉及许多独有的思想，其中就包括数形结
合思想，主要是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小学生
刚开始学习数学，教师应为其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与思
维，让小学生在应对数学题目时带有学科独特的眼光，将数
学问题与其它问题有所区分。

在最开始向小学生介绍数形结合思想时，小学数学教师
可以从解释数学概念入手，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养成用图形分
析数学理论的习惯。例如，在讲解矩形面积公式时，小学生
常会对公式的来源感到疑惑，在应用时不能很好地变通，教

师则可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为其讲解。教师可先选 1cm*1cm
的单位矩形作为道具，任意拼凑出一个更大的矩形，让小学
生去数所用道具的数量，并验证是否和面积公式的计算方法
一样。当学生从中得到正确理解，教师便可引导其在遇到文
字性的面积描述时，随后作出草图，并将长与宽标记在图上。
如此一来，小学生可在学习理论知识之初就接纳数形结合的
思想，并将其作为解决数学问题的必备工具。

（二）利用数形结合思想训练运算技巧

计算能力是小学数学教育中的重点训练项目，同时也是
小学生进入下一层学习必备的能力，对任何类型题目的答案
产出都有重要影响。然而，小学生在练习计算时若是不能很
好地利用图形辅助，尤其是在几何相关的问题解决中，则会
导致计算步骤过度复杂，进而增加答案的出错率。因此，在
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告诫小学生，对于能够画图解决的
问题就不要去一步一步套公式算，避免将直观问题复杂化。

（三）利用数形结合思想加强应用能力

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中，还经常出现“追赶”类应用题
目，通常是给出一个起点靠前但速度较慢的事物 A，与一个
起点靠后但速度较快的事物 B，让学生去计算 B 何时能够追
赶上 A。这是一个涉及到乘法运算的抽象问题，若是让小学
生一味地计算二者的速度与路程，则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内
容，正确的解决方法是让学生假设出其相遇位置，并反向计
算，这时学生就需要绘制二者的路线，并分段计算。这便是
数形结合思想在应用题目中的辅助作用之一，可让小学生清
楚地观察到题目描述情境的整体过程。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形结合是小学数学教学中效率极高的改善

思想，可从直观化题目背景、形象化数学规律与简化问题等
形式促进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建立。为将这一教学思想融入到
教学中，教师首先可运用数形结合思想为学生阐述数学概念；
其次，教师可让学生依照数形结合的原则进行技巧训练；最
后，教师可在解题中融入数形结合，增强学生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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