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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与 3D 建模技术的结合教学探究
王　春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130000

摘　要：学科融合是教育发展趋势。数学学科中的“图形与几何”领域和 3D 建模有着统整的天然优势。教师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立足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对数学学科知识体系与 3D 建模进行系统化可行性分析之后，可优化课程，以项目工程的思维

方式深度融合，切实解决“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学科思维建构支撑工具匮乏的问题，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让思维可视化，

使创新创意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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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要充分

考虑信息技术对数学学习内容和方式的影响，开发并向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

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有效地改进教与学的方式，使学生乐

意并有可能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数学活动中去。笔者立

足学科核心素养，针对图形与几何中的难点，利用 3D 建模

的技术优势，在集合圈中的交叉部分做融合研究，找寻立体

几何学习的“脚手架”，让学生在“操作”中建立空间观念，

于“拖曳”下外显思维，使思维可视、创新有形，助力学生

成长。

一、3D 建模与数学融合的概念

数学思维可视化是借助数字、符号、图示、动作等多维

表征方式，将看不见的思维路径显性化，对形式的本质内容

进行内化理解、视觉化呈现的深度学习的过程。教师引导学

生经历“直观看”“形象画”“出声想”……让学生以多元、

生动的学习方式活化学科知识。然而在立体知识学习的过程

中，学生仅拥有立方体块等极少数演示性学科工具，在学科

思维难度最大的地方，却只能依托“空间想象”，无实体化学

科工具支撑。

二、3D 建模与小学数学融合课程的实践探究

在确定 3D 建模与小学数学融合落脚点的基础上，笔者

设计了“1+4+X”的融合课程体系，即 1 个软件平台专题、4
个典型专项主题活动和多个整合式拓展课例。下面，笔者结

合“看得见”地截面、“堆砌”的体积和平面线索里的“拼

搭”三个案例，简要阐述 3D 建模与小学数学的融合课程

设计。

案例 1：“看得见”的截面——让截面在 3D 布尔运算下

显影

截面的认识是思维可视的典型教学实践，在以往的教与

学中，几乎没有学具支撑学生空间想象力的阶梯式生长。

环节一：让学生利用组合编辑—减运算模型演示仪，自

主学习减运算操作，截取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圆锥体

等的横截面，观察截面是否与想象一致。

在以往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有直观认识，教师用胡萝

卜等当学具，让学生动手切一切之后进行观察，也能起到基

本效果但存在安全性和截切不可逆的问题。在 3D 建模环境

下，让学生利用减运算技术操作完成几何体“取截面”的过

程，在安全、有效的数学活动中，经历“想象—操作—验证”

的可重复、可逆的全过程，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成就感。相

关研究表明：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依赖于空间感知，与观察、

思考、实验等活动密切相关。直观操作固然好，如果没有工

具辅助想象，仍难以提升空间想象力；而仅有空间想象，没

有实际操作验证，所得到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直观操作

与空间想象结合是培养空间观念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环节

的学习，学生在画出头脑中的“截面”与操作验证的截面等

操作上正确率达 98.7%，明显高于传统模式。

环节二：想象一下，用不同的方式截取同一个正方

体，会得到什么样的截面？按照想象在纸上画出来，然后在

3DOne 中进行验证。

在环节一的基础上，笔者以“大问题”的理念设计了环

节二，让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从直观感知进一步提升到图形

规范量化表达的维度。学生经历“验证基本图形”“寻找复

杂图形”“整合四边形”等多维度的活动，实现“初步验证

猜想—纵向建构—横向建构”的递进，其空间想象能力阶梯

式生长。学生借助 3D 建模技术学习截面知识，让本看不见、

摸不着的截面在 3D 布尔运算的技术支撑下显影，变戏法般

在三维世界里切割几何体。学生应用 3D 建模技术也是为他

们的空间想象能力“画像”。以前利用 PPT 等常规工具，教

师只能完成环节一的教学任务，现在有了 3D 建模这一可视

化工具的加持，空间想象力的培育可以走得更远、落得更实。

案例 2：“堆砌”的体积——让体积公式从单位累加中自

然形成

单位意识不仅统领着“数与代数”领域，而是“图形与

几何”的核心。长度、面积、体积都用“单位”做度量，是

不同维度上的“单位”的累加。“堆砌体积”是典型的思维可

视的数学深度学习课题。

环节一：观察教师提供的棱长 1 厘米的立方体块搭成

的不同形状的几何体，数一数，它们的体积各是多少立方

厘米？

在二维的面积教学中，笔者提供小纸片（面积单位）让

学生经历面积累加的过程。在立体图形中笔者为学生打造三

维学习活动中的“立体化纸片”，让学生经历“数”体积单

位的过程，进一步加强体积是累加而来而非用公式计算得来

的意识。在教学中，笔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学具”，让学

生认识不同形状的积木体积，在更加多元的活动中发散思维，

梳理共性，这是用其他学科工具无法实现的。学生切换视图，

甚至将其“拆解”，将完全不同形状的积木，在不同的思维路

径下“数”出它们的体积来。学生“数”的策略外显为其思

维能力发展刻下清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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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猜想。

学生观察自己搭建的不同形状的长方体，在阵列的过程

中初步感受体积累加的过程与几行、几列、几层，也就是两

次“几个几”的连乘模型的高度关联性，再加上在面积的探

究中有几个几的乘法模型的前情积累，很容易有“长方体体

积 = 长 × 宽 × 高”的初步猜想。此环节，每个学生都经历

整个探究历程，在交流中发现规律。活动结束后，笔者从实

物、模型、口语、符号、图形等数学多元表征对学生进行多

维度评价，发现 3D 建模与其他可视化工具相比在提高学生

空间想象能力和建构整体思维方面存在较明显的优势。

案例 3：平面线索里的“拼搭”——让几何推理在“按

图索骥”中生长

直观和推理是“图形与几何”模块要求的核心能力，是

培养创新精神的基石。在三视图的教学中，设计适当的学习

活动提升学生的推理能力、创新意识尤为重要。笔者以“大

问题”的视角，从直观感知—操作确认—演绎推理—度量计

算等维度，设计了具有思维深度、物化创新精神的融合课例。

环节一：观察 3DOne 中的立方体块，在 A4 网格纸上完

成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的绘制。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常以小组为单位发放实体学具，

以“动”生观“静”体的形式开展学习活动。这样的教学

存在着很大弊端——观察的角度很难做到精准，更难以描画

出正确的视图。在 3D 建模技术的加持下，笔者让“静”体

“动起来”。

环节二：根据教师出示的标注立方体层块数的三视图，

利用 3D 打印的立方体块进行立体还原。

在实际操作中，学生经历了直观感的操作确认的过程，

思维在操作中活化。此环节，学生用便宜且易制作的 3D 立

方体块当学具，在思考和探究上下功夫，释放了空间和时间

能量，使空间观念从“附属”走向“核心”，实现了基础知识

与发展空间观念的交融，有利于高阶思维能力发展。

三、成效与反思

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也是一种交流

语言、特殊工具、科学态度，根本意义在于助力理性精神的

培养与学生思维方式的建构。数学的测量（单位的累加）、布

尔运算、平移与旋转的图形运动，这些数学学科特有的思维

方式为 3D 建模的过程提供了理性化、条理化的路径，在数

学探究中形成的空间想象力、推理能力、整体性思维等正是

3D 建模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加入了数学知识的“深蹲助

跑”才有了 3D 建模的“起跳跨越”。

3D 建模可以让平面图形立体化、运动历程可视化，让学

生以更直观的方式认识图形的内部结构、动态成体的过程。

3D 建模的过程中，学生经历从平面图形到立体图形的立体化

过程。3D 建模技术为空间观念比较薄弱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思

考的“脚手架”，让学生的思维在直观可视的环境下自觉建

构、动态生长——每一次“移动”“推拉”“旋转”既是直观

想象、真实体验，又是立体构思、物化思维。

3D 建模与数学的融合应基于学科本位，以数学学科为内

核设计 3D 建模项目，让学生的数学思维在建模工具的支撑

下整体建构、立体呈现，最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得以提升。

笔者实践的整体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具体实施的过

程中也存在不足：3D 建模与需要的关联性数学知识在时空上

异步；课时分散造成探究衔接性较差；等等。3D 建模作为

STEAM 教育的一种新形式，在中小学虽有发展，但大部分

只是将其作为独立于课程标准之外的活动课程来开展。笔者

希望各学科教师深入思考与研究，改变现状，破除壁垒，走

向真正的跨学科统整的融合，以学科思维助力技术建模，以

技术呈现物化创新思维，真正做到“思维可视，创新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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