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起计算教学，有些老师就会“望而生
畏”。是的，在计算教学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组矛
盾——算理直观与算法抽象。算理直观，却往往
让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探索、验证，效果还是不
尽理想。算法抽象，却常常可以让学生通过模
仿、记忆，再通过大量的练习而效果“立竿见
影”。数形结合，可以把抽象的数学语言与直观
的图形相结合，把计算教学的简单枯燥转化为

“火热的思考”。

比如教学三年级上册《两位数乘一位数笔
算乘法（不进位）》（如图 1）。它是建立在学生学
习了整十整百整千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以及多
位数加减法的笔算的基础上学习的，为下面继
续学习笔算乘法打下基础。在这一课的教学中，
理解笔算乘法的算理是教学的难点。为了有效

地突破这一难点，课堂上教师把实物（小棒）、算
理、算法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板书的形式
呈现出来（如图2）。学生利用小棒直观地沟通了
乘法口算和乘法竖式计算，突破了难点。

数形结合为算理直观与算法抽象之间架设
了一座桥梁，让学生在充分体验中逐步完成了
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过程。

再如，学生在二年级下册学习《两位数加减
两位数》，由于学生在之前已经有了大量的计算
经验，课堂上呈现的例题23+31=（），32+39=
（），68－54=（），32－14=（）。班级大部分学
生都能脱口而出，这样的课，我们又应该以何为
抓手，去沟通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更好地去理
解算理呢。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教学中，笔者在
呈现了课堂情景图后，让学生利用学具（小棒，
印有计数器的纸片）或自己画图，自主去探究计
算的结果。不出所料，学生的算法呈现多样化，
将学生的想法整理成板书如下：

前面的这些思维模式，正体现了学生在理
解算理过程中必然经过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实物再现（摆小棒）。学生通过
生活加法情境的再现，通过摆后的一数得到结
论。

第二个层次：图形表征。这比实物的再现在
思维上更深一层，学生将实物抽象成表象，利用
图形（如这题在计算器上画圈表示或类似的图
形），找出同一属性的集合。

第三个层次：口算或者心算。学生脱离具
象，用已有认知中的纯数学语言进行知识的架
构与逻辑推理。这3种思维模式都能很好地为
竖式计算提供算理支撑，尤其是前两种利用数
形结合的思想方法，更能有效地用直观的方式
理清算理。

算理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为计算提供了正
确的思维方式，保证了计算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它是算法的理论依据；算法为计算提供了快捷
的操作方法，提高了计算的速度，它是算理的提
炼和概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数形结合能够有
效地沟通算法与算理，使得学生更好地掌握算
理，并将算法落到实处。

数形结合，帮助学生有效沟通算理和算法

在整个小学阶段，学生的数学思维模式逐
步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形象的、具体
的事物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概念。
运用数形结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抓住
事物的本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更清晰地把握概念的内涵。

比如在教学三年级上册《千以内数的认识》
中，估一估，一页书本大约有多少字。有的学生
说500多，有的学生说600多，也有学生说800
个……就在这争论与疑惑中，教师框出其中的
一部分并告诉学生小框里的文字个数是100，现
在让学生再估一估这片文字有多少个字。

这个环节的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如下5个
步骤：提供原始图形→预估数→提供参考图
形→明确数→再估数。如果说第二个步骤的

“预估数”带给学生更多的是争论与疑惑的
话，那么第五个步骤的“再估数”则是给了学
生“柳暗花明”的喜悦了。

数形结合，帮助学生深度理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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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法是一种科学的数学教学方法，符合数学学科的内在规律，因此
备受广大师生喜爱。在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好“数形结合”思想，可以使
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还可以加强知识间的纵横联系，形成由形
思数，由数想形。作为一线教师，系统地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进行教学，能使数学
问题变得更加直观形象、简洁明了。

在小学教材中，已经初步涉及到一些几何
概念知识，如毫米、厘米、分米等长度的测量单
位，直线、射线，角度的测量，图形的面积公式等
等。对于几何知识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
空间想象能力，然而小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是
有限的，仅从几何图形来理解相关的知识确实
有些难度。这时数形结合，通过数字或数量的计
算能更好地解密几何图形的本质特征及内在关
系。

比如：“在一张长14厘米、宽9厘米的彩纸
中，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求剩下图形的周
长。”在没有画图之前，大部分学生只能停留在
动作思维的层面，用“大长方形的周长减去最大

正方形的周长”。我们激励学生画图表征（如下
图），在画图过程中体验剪开的动态变化，明白
为什么不能用“大长方形的周长减去最大正方
形的周长”的道理，因为在剪最大正方形的过程
中，产生了新的边。在画图过程中，不断更新图
形的位置关系，不断改变对应的数据标注，让剩
下长方形的周长表象清晰呈现在纸上。通过画
图，让学生不仅走出了生活经验的负面迁移，还
丰富了周长概念的外延。

合理运用画图表征，让数形结合，可以进
一步理解帮助学生几何知识，进一步丰富学
生的几何表象，为学生几何表象的深度构
建、几何学习中的直观表达提供一种策略支
撑。

总之，数形结合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
要手段，能够有效的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数形
结合的思想对学生深入探究数学知识有个启
发的作用，因此，作为教师应不断引导学生
掌握并灵活运用数、形之间的关系来解决数
学问题，让学生更直接、更深入地感受数学
知识的本质。

运用数形结合，可以使得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变得更加直观，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清数量关系，
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化难为易。

比如一年级练习卷中有这样一道“动脑筋”题：
从左边数起，她在第22个；从右边数起，她

在第8个。小红坐的这一排共有（）个座位。

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道题在思维上还
是挺具有挑战性的。班级中大部分的学生列示
计算都是22+8=30(个)。这时可以运用“数形结
合”方法。先让学生理解这里的“她”就是小红，
画个“△”表示小红自己，然后在“△”的左边画
几个“○”表示其他小朋友，学生很快就能回答

出来21个，那么“△”的右边画几个“○”呢？（7
个），最后得到：小红坐的这一排共有（29）个座
位。这么简单的画一画，就有了答案。在解决这
一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画图，把抽象的文字转化
了直观的动态表象，把隐性的各种关系显性化、
直观化，所谓的难题就显得不难了。

数形结合，帮助学生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形结合，帮助学生深度构建几何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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