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算法后，不应只局限于单纯的计算中，

更重要的是让它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新课改理念下的计

算教学，如何处理好实际应用与计算能力两者间的关系是至关

重要的。例如，在教学“小数与整数相乘”时，如果单纯的设计几

组小数与整数相乘的算式，学生只会关注计算结果而忽视了计

算时转化策略，也就会死记算法。因而，教师设计了学生买文具

的情境：晓明买 3 支圆珠笔，每支 2.35 元，5 元，够吗？情境促进

了学生问题意识的形成。学生会有这样的反应：5 元买 3 支不

够，2.35 个位上的 2 乘 3，就等于 6 了。有的学生通过笔算得出：

2.35×3=7.05，因为 7.05>5，所以不够。这时顺势引出如何进行小

数与整数的笔算方法，让学生自己尝试笔算的方法，在这一自主

探究过程中学生会提出各种问题：a、写小数加减法的竖式是要

相同数位对齐，小数乘法的竖式也要对齐吗？b、为什么要末位

对齐呢？它表示什么呢？把小数学习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教学的资

源，学生由此问题产生了思考，而后发现、体验与同学合作交流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尝试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此时学生的问题

意识也得到更进一步的促进！

笔者体会：在计算教学的每一个步骤中注重促进学生问题

意识的形成。这样的教学不会让学生感觉枯燥无味，学生在不断

提出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自主尝试、质疑交

流、反思评价等活动，获得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衡量学生学习效果重要的不是看学生掌握了多少，而是看学

生发现了多少；重要的不仅是要学生解决问题，而是让学生善于

发现问题，主动提出问题，有勇气面对问题；重要的不是学生提

问的正确性、逻辑性，而在于学生发问的独特性和创造性。问题

意识的形成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法宝！█

（责任编辑：陈志华）

数形结合思想在
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

◎平潭县城北小学 林丽玲

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

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裂分家万事休。”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适时地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利用直观形象的图形将抽象的数

量关系具体化，把复杂的解题思路简单化，能够使教学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一、数形结合，理清数量关系

有些问题如果单用文字表述数量关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

要用文字表述清楚就显得很冗长；如果表述得简单些，学生又不

容易理解；如果用一般的思考方法，也难以发现解题线索。这时

如果利用数形结合，把题中的条件和问题用图形直观形象地表

示出来，然后“按图索骥”，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理清数量之间的

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如：仓库里有一些水泥，

运走 2
5

后，又运进 22 吨，这

时 仓 库 里 的 水 泥 比 原 来 多

1
3

，仓库里原来有多少吨水

泥？

读题后，大多数学生感到

困 难 ：22 吨 所 对 应 的 分 率 是

多少？2
5

和 1
3

所对应的具体的量又各是多少呢？总之，学生理不

清它们之间复杂、重叠的数量关系。此时，教师引导学生从数形

结合着手画出线段图，题中数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非常清楚了：

看着线段图，学生茅塞顿开。学生 1 说：“从图上可以看出运

进的这 22 吨水泥不仅把原来运走的 2
5

填补了，而且还多出了

原来的 1
3

，也就是 22 吨所对应的分率 是 原来 单位“1”的 2
5

与

1
3

之和。”学生 2 说：“原来的 2
5

加上它的 1
3

即 11
15

所对应的具

体的量就是 22 吨，要求单位 1 的量，列式是 22÷（ 2
5

+ 1
3

）。”学

生 3 说：“由于又运进 22 吨，这时仓库里的水泥比原来多 1
3

，也

就是现在仓库里水泥是原来的（1+ 1
3

）倍，原来仓库里的水泥还

有 3
5

，我可以用（1 1
3

- 2
5

）与 22 吨对应，列成综合算式是：22÷

【（1+ 1
3

）-（1- 2
5

）】，就可以求出原来仓库里的水泥吨数。”学生

的思路是多么的清晰！的确，线段图形象地揭示出条件与条件、
条件与问题之间的关系，把数转化为形，显示出已知与未知的内

在联系，理清了数量关系，激活了学生的解题思路，问题也就迎

“1”

运进 22 吨

运走 2
5

多 1
3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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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5

的 1
4

× 1
4

=

刃而解了。

二、数形结合，突破学习难点

小学生的抽象思维还不很发达，他们学习抽象的数学知识

还必须有直观形象的支持。利用数形结合，可以把抽象的概念、
复杂的运算变得形象、直观，有效地突破学习难点。

如教学“分数乘法”：每小时粉刷一面墙的 1
5

，1
4

小时粉刷

这面墙的几分之几？学生先读题、理解题意，根据“工作效率×工

作时间=工作总量”学生很快列出算式：1
5
× 1
4
。接着教师让学

生画图表示分数乘分数的结果，而后展示部分学生的作品并交

流想法，教师再展示

课件加以强化，并引

导 学生 交 流 概 括 出 ：

“分 子 乘 分 子 ，分 母

乘 分 母”的 计 算 法

则，这个过程形象地

将分数乘分数的计算

过程展现了出来，从而有效帮助学生去体验、理解分数乘分数的

计算过程，在直观中加深了对分数乘分数的算理的理解。
最后，教师让学生说说自己是怎样理解“分子相乘、分母相

乘”的。学生各抒己见，有的说：“把单位 1 平均分成 5 份，取其中

的 1 份即是 1
5

，再把 1
5

这 1 份平均分成 4 份，实际上是把原来

的“1”平均分成 20 份，取其中的

1 份 ，所 以 是 分 子 相 乘、分 母 相

乘，结果是 1
20
。”有的学生质疑

道：“为什么会越乘越小？”有的

学生回答：“因为分了再分、取了

再取，所以所取的就越来越小。”
即使这样叙述，仍有部分学生不

甚理解，于是教师的教就起了关

键的作用。教师用直观的多媒体图形加以展示，使学生理解了

1
5
× 1
4

= 1
20

， 1
20

比 1
5

小的道理。正是由于数形结合有效地突

破了学习难点，让学生充分体验到由直观算理到抽象算法的过

渡和演变过程，才有了对算理的透彻理解，才有了对分数乘分数

算理的个性化解读。

三、数形结合，培养空间观念

空间观念是物体的形状、大小、长短和相互位置关系的表

象。表象是以感知为基础的，没有感知，就不可能形成表象，学

生的感知越丰富，建立的表象就越清晰，就越能从中发现规律性

的东西。教学时采用数形结合，让学生通过观察、操作、想象以

及讨论、交流等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丰富的表象，从而培养

和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如教学“长方体的体积”，先让学生动手做实 验：用 体积 为

1cm3 的小正方体摆成不同的长方体，并把小组内摆法不同的长

方体的长、宽、高的长度厘米数与所用小正方体的数量以及所摆

成长方体的体积记录填写在表格里。

接着引导学生观察表格，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学生通过

观察发现长方体所含体积单位的数量，就是长方体的体积。
这个数形结合让学生经历了三个空间观念建立的过程：动

手操作———实物观察———抽象概括。学生从操作到观察，从观察

到抽象，从抽象到想象，手动、眼看、脑想，整体感知具体事物模

型，熟识和认知观察对象，使观察物的整体模型储存于脑海中形

成印象，在境物交融中，学生看过、摸过、想过，从而使空间观念

在 活 动 体 验 中 得 以 培 养 和 形 成 ， 经 过 操 作———表 象———语

言———算式的建构，长方体体积公式的得出自然就水到渠成。

四、数形结合，拓宽解题思路

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在解

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采用数形结合，

可以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从而灵活地解决数学问题。
在学生学习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之后，教师出示

了一道练习题：把两个棱长是 5 厘米的正方体拼成一个长方体，

求拼成的长方体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如下图）

刚开始，有一些学生的思路卡壳了，教师引导学生先根据题

意画图，然后再计算。在教师的鼓励下，学生通过画图思考，思

路一下子就打开了，形成了如下多样化的算法。
生 1：从图上可以看出所拼成长方体的长是 5×2=10cm，宽

和高不变都是 5cm，列式为：（10×5+10×5+5×5）×2=250cm2

生 2：拼成的是一个特殊的长方体，其中两个面是正方形，

其余 4 个面都相等，列式为：10×5×4+5×5×2=250cm2

生 3：我先算出 2 个正方体的表面积，然后减去重叠的两个

面，列式为：5×5×6×2-5×5×2=250cm2

生 4：我是这样想的：这个长方体是由两个正方体拼成的，

一个正方体有 6 个面，2 个正方体就有 6×2=12 个面，减去 2 个

重叠的面，这样长方体的表面积是由 10 个正方形组成的，所以

列式为：5×5×（6×2-2）=250cm2

……
数形结合，有效拓宽了学生的解题思路，为学生预留了广阔

的思维空间，让学生运用已知的表面积概念展开探索，通过分

析、比较、推理，从而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总之，在数学学习中，学生能够体验到数形结合的思想，由

数及形、因形寻数，就等于找到攀登的脚手架，学习数学就会变

得简单而又快乐，真可谓：数形结合，直观美妙！█

（责任编辑：闽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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