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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情境来引入课题。笔者说：“同学们，举出你们的小手，

看一看张开的五指之间有几个间隔？”学生回答：“4 个。”“那

么，三根手指之间有多少间隔呢？”学生通过观察手指回答道：

“2 个。”笔者接着提问学生：“同学们，你们能举出生活中‘间

隔’的例子吗？”学生中有的举出了两棵树的间距，有的举出

了排队的同学之间的间隔。然后，笔者出示了植树的课件：

两棵树之间的空隙叫作间隔，植树问题就是研究间隔数和树

棵数之间的关系的。笔者提出问题：“同学们，小明家到学校

有 100 米，每隔 5 米种一棵树，一共要种多少棵树？”通过将

数学和生活相联系，提高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

又如，在讲《鸡兔同笼》问题时，笔者出了一道题目：

鸡和兔一共 8 只，鸡和兔共有 26 条腿，问有几只鸡、几只兔

子？鸡兔同笼问题是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关的一道数学问题。

学生都知道鸡有 2 条腿，兔子有 4 条腿。笔者让学生进行猜

测，并把猜测的数据写到笔记本上。笔者提示了假设的思路，

可以从鸡 8 只，兔子 0 只开始推算，还可以从鸡 0 只，兔子 8

只开始推算。按照一定的顺序列举出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

直到得到正确的答案为止。有的学生会从 4 只兔子、4 只鸡开

始推算，这种推算的方法比较简便，可以快速推算出结果。

运用生活经验来解数学问题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认识，

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结		语

综上所述，教师要使全体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要

注重课堂提问，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在课上积极思考问题。

教师要使每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参与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求知欲，使学生认识到数学和生活的联系。同时，应增

强师生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使学生在

不知不觉中学习数学知识。

[参考文献]

[1] 张明琳.浅析小学数学的生活化教学策略[J ].中华少

年,2018(30):42.

[2] 智通来.优化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J ].科普童

话,2018(37):79.

作者简介：林志良 (1979.9-)，男，福建仙游人，现任

仙游县榜头后坂小学校长，一级教师。所获荣誉：仙游县优

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仙游县小学教师课件制

作一等奖。

引		言

数学直观从表征方式来说，一般包括几何直观、符号直

观和模型直观三种。几何直观是指依托、利用图形进行教学

的思考和想象，本质上是通过图形展开的想象能力。也就是说，

将数量关系用几何图形进行表示，通过直观观察以达成认知

的目的。符号直观是指借助符号来直观表征，是描述数学对象、

数量关系以及规律的一切符号，还包括文字、图表。模型直

观是指将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通过生活经验来呈现出来。

几何直观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提出

的十个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是指利用图形描述和分析问题。

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简明、形象，有

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教师要尽可能地借助直观表征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数学学习，

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一、在知识的起点处，直观形象促进思考交流

数学是一门训练思维的学科，数学教师要教会学生思考。

直观形象的图像有利于促进学生通过观察与思考，深刻地体

会抽象的数学知识本质，激发学生从具体现象中对比、发现

并概括出抽象的数学知识，让学生在思考、交流中梳理知识 [1]。

例如，在学习《分数的意义》时，把单位“1”平均分成

4 份，表示其中的 1 份。单位“1”形状不同，平均分成 4 份

后，每一份的形状、大小看上去都不同，为什么都可以用四

分之一来表示呢？把一个饼平均分成 4 份，把一张长方形的

纸平均分成四份，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 4 份……让学生利用

直观图形来观察、分析，发现它们都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

尽管图形形状、大小不同，但是都是把它平均分成 4 份，其

中的一份就是表示它的四分之一。

这样借助直观，让学生经历观察、互动交流，在对比分

析中把握知识的本质，将复杂、抽象的分数概念变得形象、

具体、可视化，使数学思考走向深处。

二、在思维的节点处，直观形象促进体验建构

在探索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只有让学生通过观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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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抽象、概括等活动经历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感悟其蕴

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才能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是鲜活的、可迁移

的，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才能到位。有意识地渗透一些基本

的数学思想方法，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公式、定理、定

律的理解。教师可以借助直观表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和思维品质。小学生对

抽象的、理论性强的知识理解力不足，受思维和知识储备的限

制，他们对抽象的数学概念、性质、定律等的学习常常感到力

不从心，很难从抽象中直接去概括、去获取，要么不理解，要

么一知半解，往往将概念、性质的表面内容死记硬背地留在记

忆层面，而这种认识是很难长时间记忆的。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借助直观表征帮助学生理解显得尤其重要 [2]。

例如，在学习“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推导”时，有了长

方形面积知识作铺垫，让学生动手操作。大部分学生沿着平

行四边形底边上的高剪开移到另一边，使它形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再通过拼成的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面积不变的关系，分

析出平行四边形的底相当于长方形的长，高相当于长方形的

宽，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 底 × 高。

三、在思维的拐点处，形象直观促进思想感悟

（一）在迷雾处现直观，唤醒无序思维

在数学学习中，学生难免会遇到困惑，教师可以利用多

媒体将直观的图形结合展现在学生的跟前，让他们眼前一亮，

及时调整找准切入点，深入思考，有序探索。

例如，在教学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轴对称和平移》时，

如果教师直接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学生很难将轴对称的

形象特征联系起来。因此，利用动态的多媒体直观形象地将

生活中的美丽的轴对称图案呈现出来，把它们变得形象、直观、

生动、有趣，并将其融入课堂教学中，使其成为学生探求新

知的有效辅助工具，有助于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意识和欲望，

引发其深入思考。
（二）在数形中现直观，帮助分析理解

在小学数学中，由于学生受知识基础和具体形象思维特

点的限制，因此教材对一些数学概念、公式、定理、定律等

进行加工，借助直观表征将抽象的数学性质用具体、直观、

形象的方式展示出来，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例如，在学习《分数的基本性质》时，将抽象的规律性

的知识化为直观、形象的图形，如把一个长方形看作单位一，

平均分为两份，占一份是 1/2（见图 1），平均分成四份，占两

份是 2/4（见图 2），平均分成八份，占四份是 4/8（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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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的份数和取的份数不断发生变化，而什么始终不

变呢？学生通过观察、分析、归纳、总结，得出原来分数的

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数，阴影部分的大小始终

不变，说明分数的大小不变。紧接着再次完善，归纳出“分

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者除以相同的数，分数的大小不

变”的规律。

又如，在学习《相遇问题》时，教师可以利用画线段图

来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题意。“淘气家到笑笑家的路程是 840

米，两人同时从家里出发，淘气步行的速度是 70 米 / 分，笑

笑的速度是 50 米 / 分，两人经过几分钟相遇？ ”

学生初次理解两人 1 分钟合走一段路程是有些困难的，

而对 1 分钟单独走的距离比较容易理解。基于这样的分析，

笔者在教学中采用直观动态化线段图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学

生不难发现淘气和笑笑每分合走 120 米，而 840 米里面含有

几个 120 米就是两人几分钟相遇。这样，学生很快就领悟了

其中的奥秘，问题便迎刃而解。
（三）在探究中现直观，引导自主思考

数学课堂必须紧扣数学之“魂”，以探促“思”。有了思

维的数学课堂才是有灵魂的课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思维

才能变得更敏锐、更理性。当然，小学生数学的思维训练，

不仅要关注计算结果是否正确，还应关注计算的思维过程是

否最优化，通过优化思维过程，探寻最佳的思维方式。

例如，在学习《变化的量》时，笔者利用多媒体出示小

明 1~6 岁的体重变化情况，利用图表直观展示，采用小组合

作探究方式，并在小组内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年龄在变化，

体重也在变化”“年龄在增加，体重也在增长”……在形象直

观的图示指导下，学生自觉、自主地体验感悟，发现体重随

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之变化，

但是此变化不成规律，也就说明年龄和体重是不相关联的两

种量。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反比例，首先就要判断它们是否

是相关联的量？两种相互变化着的量是认识正反比例最关键

的节点，也是今后学习函数的起始点。有些量看似成正反比

例，可恰恰它们是不相关联的量，学生不易判断，易产生混淆。

例如，错误观点：判断明明上学所走的路程，随着明明体重

的变化而变化。分析：明明上学所走的路程和明明的体重不

是相关联的量，路程不会随着体重的变化而变化。借助直观，

理解变得轻松、浅显。

结		语

总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利用直观表征，让学

生用数学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让学生在丰富的视觉中

体验、积累活动经验，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加深对数

学问题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直观表征

的作用，使学生学会用数学思维方式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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