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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中的应用
文/杨淑珍

数形结合即数与形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主要功能
在于将数学中较为抽象的数学语言、数量关系通过直
观的图形呈现出来，从而到达“以形促数”的目的，
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抽象问题具体化的教
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促进学生
数学学习能力的提升。

一、数形结合思想对小学数学教学的价值
（一）形象化呈现数学问题
对于小学生而言，数学学习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便

是不理解数学中常见的问题，当在数学教学中不能第
一时间解决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势必会影响小学
生的数学学习。数形结合思想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便
可以轻松地将数学问题形象化地呈现出来。数形结合
实际上是“数结合形”“形阐释数”，将数学教学中
一些难以理解的数学问题通过形的形式呈现出来，学
生对于单一的数的理解难度是要高于对形的理解的，
因为数的理解更多的是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思维想象
能力，而形更多的是让学生从形状的实物观察中理解

知识，所以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就
是辅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数学问题。

（二）简单化呈现数学概念
在应用数形结合思想的过程中，需要将复杂的数

学知识简单化呈现，这和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吻合，
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
掌握数学学习的规律，找准数学学习和数形结合思想
应用的内在联系，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数学兴趣，更为
重要的是能够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致力于学
生数学思维的培养。

二、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生数学学习能力提升上
的意义

（一）提高小学生的观察能力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借

助相关的图形让学生更加透彻地掌握数学知识点，有
助于培养小学生的观察能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观
察的过程中让小学生意识到数学知识的学习不需要死
记硬背，而是去理解相关知识的含义和应用。

（二）帮助小学生建立运算网络

（三）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小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往往是片面的，在和

生活关联度高的题型中，学生往往不知如何下手，而
且题目中的很多条件在不同的解题思路中应用是不同
的，所以学生思维容易出现混乱。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更高，数学教学应该一改以往
“成绩中心”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思考对策，注入更多
的新鲜元素，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本文将探讨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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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分数乘法（三）》：一张长方形纸条，
第一次剪去它的1/2，第二次剪去剩余部分的1/2，此
时，剩下的部分占这张纸条的几分之几？如果第三次
再剪去剩余部分的1/2，那么剩下部分占这张纸条的几
分之几？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后用图形来表示：

 

学生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剪去一次是原来的
1/2，剪去两次是原来的1/4，以此类推剪去三次是原来
的1/8，从而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三、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一）应用题上的应用
在小学数学中，很多应用题相当复杂，需要学生

逐步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掌握本题
的解答思路，准确快速地解答题目，这个过程中采用
数形结合思想就可以简化读题、结题流程。

比如，在速度与时间的应用题中，通过数形结合
思想便可以轻松地将应用题中的条件形象生动地表达
出：小明和小利两个人在学校操场跑步，已知操场一
圈的距离为400米，小明以每秒2.5米的速度跑步，小李
以每秒1.8米的速度反方向跑步，请问小明和小李在多
久之后相遇？对于小学生而言，刚刚接触到这类问题
时，很容易混淆其中的概念，找不到解答问题思路，
如果在教学中采用数形结合思想，学生就可以轻松地
理解本题的结题思路，如下图：

小明（速度为2.5m/s）                                 小李（速
度为1.8m/s）                                        

                                                                           
                                  400米
小学学生就会瞬间有相应的思路，从而解答本

题：
设小明和小利相遇的时间为t：
则有2.5t+1.8t=400：
则t=400×4.0=100s。
直观的图形可以轻松为小学生打开思路，只需要

找准题目中相关的条件，加以图形的绘画，学生就可
以轻松地解答比较复杂的应用题。

（二）知识跳跃性较大题型上的应用
小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往往是片面的，在跳

跃性较大的题型中，学生往往不知如何下手，而且题
目中的很多条件在不同的解题思路中应用是不同的，
所以学生思维容易出现混乱。比如下面的例题：

例：教师安排本班全体32名学生周末出行，去
本地旅游景点游玩，每个学生都需要一名家长监管带
领。已知到达此旅游景点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乘
大巴车，车票价格为18元/张，每辆车承载量为40人；
第二种，乘船，船票价格为15元/张，一只船的承载
量为50人。营运时间大巴车为一个小时，船为两个小
时。请根据题一解答以下问题：

1.请问在一个小时内，能够到达的方案有哪些？需
要花费多少运输费？

2.请问在两个小时内，能够到达的方案有哪些？需
要花费多少运输费？

3.请设置一套花钱最少的方案，同时涵盖大巴车和
船只。

这道题目的跳跃性和开放性很高，要求学生在理
解题意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的方案，并计算出运输费。

问题1，这时候教师如果采用数形结合思想对学生
进行引导，就可以轻松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大巴车的运行时间为一个小时，因此问题1中的方
案之能以大巴车作为备选。设问题1中花费的运输费为
s。

则s=18×64=1154元。需要安排两辆大巴车。
问题2，两个小时内到达，则可以选择大巴车、

船，或者两者一起选。
于是便有三种方案：
方案一：乘车，需要两辆车。
S=18×64=1154元。
方案二：乘船，需要两只船。
设花费的运输费为x。
则x=15×64=960。
方案三：乘船、乘车一起，设乘车的人为y，则乘

船的人则为64-y，设法此方案下运输费为m。
则m=18y+15（64-y）
这种方案下运输费的多少因乘坐人数而定，也是

解答问题3的关键。
问题3：根据问题2中的第三种方案，学生对y的取

值有可能存在困惑，但是教师用数形结合思想引导便
可以轻松地解决学生的困惑。

已知m为
                                   +                                        
18y                                         15（64-y）
要想m取得最小值，则18y为最小值，于是学生便

可以得出乘船人员为50人，乘车人员为14人，此时m的
值最小：

便有：m=18×14+15×50=252+750=1002元。
（三）数的教学中结合形
数学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理解、掌握相关的

知识，并不是要求学生完全依葫芦画瓢的记住相关的
知识。如果不能从本质上厘清数学教学的核心，那么
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兴趣是不会很高的，尤其是对于
一些概念比较难以理解的数学知识，学生学习起来难
度更高，因此，在数学教学中要将数和形结合起来教
学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在近似数1.80和1.8的教学中，在以往的数学
讲解教学中教师常说1.80的精确位为百分位，1.8的精
确位是十分位，这样就容易导致很多小学生理解不了
他们之间的具体含义，假想在这样的教学中结合数形
结合思想并辅以数轴的帮衬，一开始引导小学学生认
识到近似数是1.80的所有数在1.795和1．805之间，近
似数1.8的所有数在1.75和1.85之间。然后，引导学生在
数轴上表示出这些数的范围，就可以让学生轻松地掌
握“精确度不同”的含义，这样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相
关的知识，亦让学生初步掌握了数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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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象数学公式理解上的应用
数学公式对于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来讲是基础，

数学公式是汇集数学理论知识的简单化呈现形式，要
想学生理解掌握数学公式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要求
较高，但是在小学阶段，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有
待提升，因此很多小学生不能够完全透彻地掌握数学
公式的含义，对数学公式的应用也不熟练，这样不仅
降低了数学教学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学习自信
心的树立是不利的。基于此，在小学生数学公式理解
上，教师可以结合数形结合思想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数学公式，比如在“长方形周长公式”的讲解中，教
师可以借助长方形的辅视图让学生理解“L=（长+宽）
×2”，具体如下：

a

b                                                                                             b

a

如上图所示：已知长方形的长为a，宽为b，小学
生在以往基本图形周长计算的学习过程中会知道：
“基本图形周长便是所有边长相加”，根据辅视图学
生会轻松地掌握长方形的周长L=a+b+a+b，然后结合
“长方形周长公式——L=（长+宽）×2”得出结论，
不仅将数学公式形象化呈现了出来，也大幅多提升了
教学效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思

考对策深度开发数形结合思想的引导意义，以此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知识，最大限度地将题意所表达
的蕴意呈现在图形之上，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指
向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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