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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learn mathematics,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ideas. In the stage of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ere are abundant mathematical 
thoughts, which are the abstraction, gener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t a higher level. It can be said 
that mathematical thought breed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s a common mathematical thought, transforming thought is widely 
used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specially in the senior stag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accumulated a certain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hen studying new questions, students often transform new problems into old ones by means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use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to solve the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orming 
thought” in mathe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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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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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数学，不仅要重视知识的获得，也要重视思想的培养。在数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应用阶段，都渗透着丰富的数学思
想，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概括和提炼。可以说，是数学思想孕育了数学知识。而转化思想作为一种
常见的数学思想，在小学数学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小学高年级阶段，学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在研究
新问题时，经常会通过转化的方式将新问题转变为旧问题，再利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解决。论文就以小学高年级为视
角，对“转化思想”在数学中的应用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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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化思想概述

1.1�转化思想的内涵
转化思想，又被称为化归思想。它是指人们在知识学

习的过程中，遇到较为陌生且难以解决的新问题时，根据自

身已有的知识储备以及解决旧问题的经验，在没有改变问题

本质的前提下，借助新旧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思路，

通过某种方式把新问题变换成旧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的

思想。

1.2�转化思想的类型
转化思想在解决数学问题时通常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化未知为已知；第二，化抽象为具体；第三，化复杂

为简单；第四，化特殊为一般；第五，化代数为几何；第六，

化实际为模型。在某些情况下，利用转化思想解决数学问题

时，会同时体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

1.3�转化思想的应用原则

1.3.1 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是转化思想应用的首要原则。可操作性

原则，就是要求解决数学问题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将新旧问

题相互关联起来，便于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动手

操作等方式，实现新旧问题的有机转化。切忌为了追求效果

而将毫不相关的两个问题进行联系。

1.3.2 熟悉化原则

熟悉化原则，就是把陌生的数学问题转化为学生较为

熟悉的数学问题，便于学生对数学旧知识的识记、回忆、再

认。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点的巩固，促进学生数学

思维的培养，也有利于学生在探究新知识的过程中获得丰富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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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简单化原则
简单化原则，就是将复杂的新问题转化为简单的旧问

题，方便学生对新问题、新知识的理解，促使学生能够利用

旧知识高效地解决新问题。

下面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如图 1 所示，三个圆的半径都是 4 厘米，三个圆两两

相交于圆心，求阴影部分的面积和。

图 1�

这道题目较为复杂，阴影由三部分组成，而且形状都

不规则，无法直接算出阴影面积，只有通过转化的方法把

不规则形状转化为规则形状来解决。具体如下：连结 EB 和

BF，通过移多补少的方法把弧 AB、弧 BC、弧 AC 围成的

空白区域补成阴影，这样阴影部分组成一个半圆，根据半圆

的面积计算公式 S 半圆 = 计算结果。这道题目非常典型，就

是将复杂的阴影转化为简单的半圆进行求解。

1.3.4 形象化原则
形象化原则，就是把抽象的数学问题具体化、形象化、

可视化。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图片、视频、模拟演示等方

式把抽象的数学问题转化为更为形象直观的问题，便于学生

对所研究的问题形成清晰的表象，让问题的解决过程变得更

加容易。例如，在进行《圆的面积》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利

用多媒体进行动态演示，将圆模拟转化成一个长为 πr、宽

为 r 的长方形，进而很容易地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就是该

长方形的面积：πr×r=πr2。

1.4�转化思想应用于数学中的意义

1.4.1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学生在利用转化思想解决数学问题时，要全方位、多

角度、多层次对问题进行认识，这一认识过程需要对问题进

行理解、概括、分析、判断、比较、推理、计算等，极大促

进了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思维、创造

性思维等思维能力的提升，使得学生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敏

捷，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让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

和技巧变得更为丰富。

1.4.2 有利于促进学习的正迁移
所谓的正迁移，就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到了

积极促进的作用。比如，先学习了长方形面积计算方法，对

之后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方法的学习会更加方便容易。再比

如，有了两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的知识铺垫，会让学生觉

得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并不显得那么困难。像这样的

例子还不少，而这些例子都是由于两种知识具有很强的关联

性，由一种知识转化为另一种知识。

1.4.3 发展学生的“四基”
所谓的“四基”，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

基本活动经验。首先，运用转化思想可以让学生认识许多新

知。比如，通过图形形状的转化、图形面积与体积的转化、

分数与小数的转化、等式的转化、单位的转化、数与形的转

化等，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点。其次，转化的过程也培养了

学生的基本技能。如切割、平移、旋转、构造模型、化曲为直、

化整为零等，这些技能在数学及其他学科领域都广泛应用。

再次，在学习转化思想时，学生也能认识和学习到和转化思

想密切相关的其他数学思想。比如，数形结合思想、类比思

想、建模思想、方程思想等。这会促进学生对数学思想的领

悟、理解和应用。最后，在实施转化思想解决问题时，学生

经历了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合作探究、动手实践、交流讨论、

反思总结的过程，这些过程也让学生积累了许多基本活动经

验，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小学高年级数学教材中“转化思想”的分析

2.1�小学高年级数学教材中“转化思想”的具体应用
小学数学课程涵盖了四部分内容，分别是“数与代

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而转

化思想主要应用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数与代数”“图形与几

何”“统计与概率”这三部分内容中。以苏教版教材为例，

我们通过列表的方式来分析一下转化思想的具体应用。

转化思想在“数与代数”领域中的应用见表 1。

转化思想在“图形与几何”领域中的应用见表 2。

转化思想在“统计与概率”领域中的应用见表 3。

2.2�剖析小学高年级数学教材渗透“转化思想”的

特征

2.2.1 注重数学学科的基础
教材渗透“转化思想”的首要特征就是注重数学学科

的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用“转化思想”解决数学新问

题时，总是联系学生已经学过的数学基础知识。例如，小数

乘除法的学习是以整数乘除法的知识为基础，圆柱侧面积的

学习是以圆的周长及长方形的面积知识为基础。转化思想是

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数学探究。如果

学生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做铺垫，是很难利用转化思想来解

决数学新问题的，教材突出强调了牢牢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

重要性。

2.2.2 体现螺旋式课程结构特点
教材注重数学学科的基础，同时也体现了课程结构的

螺旋式特点。例如，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是三年级下学期

的知识点，五年级上学期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又联系

起了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六年级下学期圆柱的侧面积计

算方法还是以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为基础。像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一个知识点或多个知识点在不同学段反复出现、

层层递进、不断加深，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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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密切知识与生活的联系
教材中的知识也与生活紧密相连，如在探究“认识负数”

这一部分内容时，将抽象的“负数”转化为与生活密切联系

且较为形象的“气温”“海拔”等，便于学生对负数概念的

掌握和应用。再比如，研究统计表和统计图时，都是研究学

生熟悉的日常生活及身边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比较直观、具

体，学生容易想象，便于学生很好的解决问题。

2.2.4 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
教材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比如，在探究平行

四边形面积、三角形面积、梯形面积、圆的周长、圆的面积、

圆柱的侧面积、圆柱的体积等内容时，教材要求学生动手剪

一剪、拼一拼、移一移、画一画、滚一滚……学生通过自己

的动手实践，把要探究的问题转化成了已有的知识经验，不

仅方便了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问题的结果，也让学生体验到

表 1�转化思想在“数与代数”领域中的应用

教材 应用内容 转化思想类型 具体应用说明

五年级上 认识负数 化抽象为具体 将负数转化为气温、海拔

五年级上 整数加、减小数 化未知为已知 将整数转化为小数

五年级上 小数的乘除法 化未知为已知 小数的乘除法转化为整数的乘除法

五年级上 解决问题的策略 化代数为几何 球队相互比赛的场数转化为点点相互连线

五年级上 用字母表示数 化复杂为简单 将数字转化为字母

五年级下 简易方程 化实际为模型 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

五年级下 因数与倍数 化未知为已知 通过乘法算式实现因数与倍数之间的转化

五年级下 分数的意义 化抽象为具体 将分数转化为直观图以表达分数的意义

五年级下 异分母分数的大小比较 化未知为已知 将异分母分数转化为同分母分数进行比较

五年级下 异分母分数的加减法 化未知为已知 将异分母分数加减法转化为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五年级下 解决问题的策略
化代数为几何

化复杂为简单
将算式转化为几何图形求解

六年级上 分数乘分数 化抽象为具体 分数乘分数转化为直观图以表达计算过程

六年级上 分数除以分数 化未知为已知 将分数除以分数转化为分数乘分数

六年级下 解决问题的策略
化抽象为具体

化复杂为简单
将复杂的数量关系转化为简单的示意图

六年级下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化抽象为具体 将比例转化为直观图以表达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六年级下 正比例和反比例 化抽象为具体 将正比例和反比例转化为图像便于理解

表 2�转化思想在“图形与几何”领域中的应用

教材 应用内容 转化思想类型 具体应用说明

五年级上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平行四边形转化为长方形

五年级上 三角形的面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三角形转化为平行四边形

五年级上 梯形的面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梯形转化为平行四边形

五年级上 组合图形的面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复杂的组合图形转化为简单的规则图形

五年级下 圆的周长 化曲为直 将曲线转化为直线

五年级下 圆的面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圆转化为平行四边形

五年级下 解决问题的策略 化未知为已知 将不规则图形转化为规则图形求面积 

六年级上 长方体的体积 化复杂为简单 长方体转化为若干块体积 1cm3 的正方体

六年级下 圆柱的侧面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圆柱的侧面剪开，转化为长方形

六年级下 圆柱的体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圆柱转化为长方体

六年级下 圆锥的体积 化未知为已知 将圆锥转化为圆柱

表 3�转化思想在“统计与概率”领域中的应用

教材 应用内容 转化思想类型 具体应用说明

五年级上 复式统计表 化抽象为具体 把几组不同类别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归类整理，转化为复式统计表

五年级上 复式条形统计图 化抽象为具体 把几组不同类别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归类整理，转化为复式条形统计图

五年级下 单式折线统计图 化抽象为具体 把一类数据进行收集整理，转化为单式折线统计图

五年级下 复式折线统计图 化抽象为具体 把几组不同类别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归类整理，转化为复式折线统计图

六年级下 扇形统计图 化抽象为具体 根据自身需求，将扇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条形统计图三者之间进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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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数学问题的整个过程，促进了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也提高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

2.2.5 联系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教材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进行了课程的编排。小

学高年级的学生一般处于 10~12 岁的年龄阶段，这一年龄段

的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但并未成熟。

在对较为抽象的数学知识点进行教学时，需要通过一定的方

法化抽象的知识为具体的实物，让学生建立起对所学新知识

及问题解决过程的清晰表象，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帮助学

生顺利理解新知识，发展他们的认知能力。而教材很好地运

用了一定的手段对一些抽象的知识进行具体化、形象化的编

排。例如，分数的意义、分数乘分数、比例、统计表和统计

图等教学的编排恰好体现了这一要求。

3�当前“转化思想”应用于小学高年级数学
实践中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转化思想乃至数学思

想在数学实践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受到应试教

育“分数至上”的错误评价观的影响，重视数学的学习结果

却轻视数学的学习过程，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却轻视数学学

习能力的培养，重视数学结论的获得却轻视数学思想的提

炼，使得“转化思想”在数学的具体实践中并未发挥应有的

效果。

3.1�教师层面——对转化思想的认识肤浅，强调不深
由于平时繁忙的教学工作，使得许多教师为备课、上课、

改作业疲于奔命。况且，在大环境下评判教师教学优劣的主

要依据是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教师教学的重点任务是直接

把数学知识、结论教给学生，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学习的数

学知识、学生是否记住了学习的数学结论、学生究竟会做多

少道数学题，并不关注学生积累知识的学习过程。许多教师

自身教学理论知识匮乏，教学理念落后，疏忽了数学知识背

后所蕴含的转化思想，对转化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较为肤浅片

面，在教学时对转化思想的强调不够深入。例如，在涉及与

转化思想密切相关的教学内容时，有些教师并没有把培养学

生转化思想的能力当作教学目标。即便有时把培养学生转化

思想的能力作为了教学目标，但在实际的教学操作过程中，

很多时候教师只是浅浅地提了一下“转化”这个词，并没有

详细介绍什么是转化思想、为什么要转化、转化的实质是什

么、什么情况下要进行转化、如何进行转化等，缺乏转化思

想的系统指导和总结。而且，课后缺乏深刻的教学反思，就

使得许多教师对转化思想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浅层次。

3.2�学生层面——转化意识不强，运用不合理
对于学生来讲，运用转化思想解决问题往往就是换一

种角度、换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将问

题简单化，最终实现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许多学生平时缺乏

足够的练习，思维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转化思想的经验匮

乏，再加之教师对于学生的引导不力，导致学生遇到一些较

为复杂的问题时，很难突破自身的思维定势，难以有效运用

转化思想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进行巧妙的化解，很多情况

学生都感到束手无策，无从下笔。笔者举两个例子具体讨论

一下。

问题 1：学校今年招收一批新生，人数在 300~400 人之

间。现在给这批新生分宿舍，如果每间宿舍住 6 人，则有一

间宿舍住 4 人；如果每间宿舍住 7 人，则有一间宿舍住 5 人；

如果每间宿舍住 8 人，则有一间宿舍住 6 人。这批新生有多

少人？

这是一道有关公倍数的问题，是笔者曾经给学生出的

一道习题。很多学生初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会想到新

生的人数除以 6 余 4、除以 7 余 5、除以 8 余 6，一一例举

找答案，学生会发现这样找下去非常困难，但又没有其他思

路。分析原因，一是学生受到了思维定势的影响，看问题只

停留于表面；二是学生练习量不够，经验较少，没有发现转

化的规律。如果换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将问题转化成“新

生的人数加 2 既是 6 的倍数，也是 7 的倍数，同时也是 8 的

倍数”，那么不少学生就恍然大悟。

问题2：计算 。

很多学生在做这道题的时候，知道这是一道异分母分

数相加的式子，想到了转化，不假思索将异分母分数转化为

同分母分数，再求和。看似运用了转化思想来解决问题，但

是这种转化并没有让题目变得容易，反而越做越难，没有实

现化复杂为简单的转化目的。因为计算麻烦，许多学生没有

耐心继续往下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学生缺乏

对转化思想的感悟和体会，转化方法的掌握不熟，使用不当；

另一方面，学生平时缺乏对数学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悟性不

足，没有密切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计

算  联系在一起，会有不少学生注意到

把  转化为 ，把  转化为 ……

利用前后分数相互抵消，问题迎刃而解。即便学生没

有计算  的经验，也可以观察这些分母

的共同特征，写成  ……的形式，问题也

会顺利解决。

4�转化思想在小学高年级数学中的应用策略

4.1�教师层面

4.1.1 加强理论学习，深入钻研教材
教学质量的提升，一定是建立在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

理论基础之上的。教师自身先要加强转化思想的理论学习。

阅读与转化思想有关的资料或书籍，观看涉及转化思想的专

家讲座、优秀教学案例、课堂实录等，并进行思考与总结，

提高对转化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17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7 期·2024 年 07 月

此外，教师还要深入钻研教材，挖掘教材中与转化思

想密切相关的知识点。对于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师来说，不仅

要看五六年级的教材，也要看一至四年级的教材。在一至四

年级的教材中，转化思想就有了丰富的体现。例如，二年级

教材中乘法与加法的转化，三年级教材中分数与小数的转

化，四年级教材中利用运算律进行简便计算也涉及到转化，

等等。教师要为开展转化思想的教学积累更多的素材，密切

不同素材之间转化思想的联系与特征，以实现更好的教学

效果。

4.1.2 转变教学理念，渗透转化思想
转变教学理念，不能为了追求学生一时的成绩而忽视

了学生长远的发展。教师在关注学生知识掌握的同时，更要

关注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否得

到了提升。在数学上，掌握基础知识是学习结果的体现，掌

握基本思想是学习能力的体现。学习能力的提升才会有更好

的学习结果。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转化思想

的渗透，让学生认识转化思想的内涵、转化的实质、如何转

化、什么条件下进行转化等。在探究活动中，让学生多动动

手，多发现问题，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让学生在实践中加

深对转化思想的感悟。此外，教师还要给予学生多种练习的

机会，让学生在反复的练习中熟悉转化思想。

4.1.3 加强教学反思，提升教学水平
课后，教师还要加强针对转化思想的教学反思。

第一，反思课堂教学中对转化思想的渗透是否精准，

是否符合实际教学情境。

第二，反思转化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是否得当，学生是

否掌握了转化的方法和技巧。

第三，反思教学效果如何，是否实现了既定的教学目标，

通过转化思想的教学，学生是否提升了数学的学习能力。通

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发现不足，及时改进，提升教师的教学

水平。

4.2�学生层面�

4.2.1 完善知识结构，夯实数学基础 
运用转化思想解决数学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利用旧知

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对过往学习的知识

进行查缺补漏，完善数学知识结构体系，强化对旧知识的认

知、理解和运用，夯实数学基础，保证充足的知识储备，为

新问题的探究筑牢坚实的根基。

4.2.2 加大练习力度，丰富转化经验
在课堂上，通过教师的指导和自身的实践，学生积累

了一定的转化经验。但这些经验并不能保证学生能够游刃有

余地解决各种问题，还需要学生课后加大转化思想的练习力

度。在练习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多观察、多思考、多总结、

多做有心人，密切注意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增强对转化

思想的领悟能力，不断丰富转化的经验。

5�结语

综上所述，转化思想的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特征鲜

明、应用广泛，对数学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

小学高年级阶段，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转变教学理念，在

教学过程中加强转化思想的渗透，在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中

提升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学生也要夯实数学基础，加强练

习，在探究与实践中丰富转化思想的经验，将转化思想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通过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实现师生的共同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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