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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graphics and geometry” in primary schoo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pupils’ 
spatial imagination,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body knowledge in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refor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rich real life prototypes, focusing on experience, operation, 
transformation, reasoning, imagination and application, let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and re-cre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itial concept of space, help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knowledge to solve simpl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develop mathematical in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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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教学的有效路径
曾缨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城关第三小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1100

摘　要

小学阶段“图形与几何”的教学对培养和发展小学生空间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在实践活动中用形体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向学生提供丰富的现实生活原型，注重从经验出发，注重操作，
注重转化，重视推理，发挥想象，增强应用，让学生经历“数学化”和再创造的过程，从而培养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帮助
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发展数学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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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生的几何思维具有具体性和抽象性相结合的特点。

因此，经验是儿童关于图形与几何学习的起点，操作是儿童

构建空间表象的主要形式 [1]。

在小学数学教材中“图形与几何”的内容结构是以“立

体——平面——立体”为主线，以“图形的认识”“测量”“图

形与位置”“图形与变换”为四条线索展开，以“观察、操作、

测量、计算、变换和简单推理”为具体处理方式 [2]。这与以

往几何教材主要采取“定义——性质——例题——习题”的

结构形式有较大的区别，在教学中，教师要按照儿童认识事

物的规律，向学生提供丰富的现实生活原型，让学生经历“数

学化”和再创造的过程，它们帮助学生积累几何形体丰富的

感性经验，逐步形成空间观念。为此，建议在“图形与几何”

的教学过程中从下几个路径出发。

2 路径一：注重生活经验，学会有序观察

“图形与几何”教学的过程就是把各种对象由具体的事

物抽象出几何体后进行研究 [3]。因此，学习“图形与几何”

这个领域知识时，需要大量感性直观材料的支持。

例如，辨认图形的观察活动，需要借用大量的生活物体，

从对实物到模型的逐步有序地观察。在认识长方体时，按照面、

棱、顶点的顺序让学生一一观察，利用实验或演示发现棱与面，

面与面以及面、棱、顶点之间的关系。这样，有关长方体的

空间观念就比较容易形成。

又如，在教学“圆柱体的表面积”时，让学生观察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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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模型，先看整体，再分析圆柱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接着

让学生动手操作，拿一张长方形的硬纸卷成筒，即为圆柱的

侧面，再把侧面展开。这样反复两次，让学生在操作中观察、

思考：展开的长方形的长是圆柱的什么，宽是什么。然后引

导学生归纳出：圆柱的侧面展开图是长方形，它的长是圆柱

的底面周长，宽是圆柱的高。最后根据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推出圆柱侧面积的计算公式。在这个过程中，每名学生都经

历了观察、实验、猜测、验证和推理的数学活动，并最终通

过相互合作交流得出了结论。学生的实践能力、观察能力、

操作能力、分析推理能力以及情感态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3 路径二：注重实践操作，学会应用思考

“玩”是孩子的天性，教师应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

的知识背景出发，给孩子提供“玩”和“做”的机会。在教学中，

可以把课本中的一些新知识转化成“玩耍”活动，帮助他们

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基本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在操作

实践中发展空间观念 [4]。

例如，在教学《认识线段》一课时，由于线段这个概念

是比较抽象的，教学时要把这一抽象的数学概念变成学生看

得见的“数学事实”，采用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学方法，

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抽象的概念。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进行

操作。第一次操作是“拉”。让学生想一想怎样把桌上的一

根毛线变直，通过操作，学生发现只要拉直了就是一条线段；

然后让学生找一找、指一指线段的端点，牢固建立了只要是

有两个端点，直直的就是一条线段这一概念。第二次操作是

“折”。让学生折一折长方形纸，认识到折痕也可以看作一

条线段。学生通过不同的折法，折出了长短不一的线段，由

此体会线段有长有短的这一特征。第三次操作是“画”。让

学生自己试着画出一条线段，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①

先画一条直直的线，再画上两个端点；②先画一个端点，再

从这一点画一条直直的线，最后再画一个端点；③当然也有

学生出错，只画了一条直直的线，没有画端点。或是画的过

程中尺子出现了移动，导致画的线不直。学生在自主探究中

不仅掌握了正确画线段的方法，还在辨析中学会了表达，加

深了对线段的认识。

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在拉一拉、找一找、指一指、折

一折、画一画这一系列操作中掌握了知识。动手操作不但增

强了学习的趣味性，而且能增强学生思维的直观性，增加学

生学习的参与程度，使学生经历观察、操作、推理、想象等

探索的过程，给学生带来了探索问题的平台，带来了成功的

机会。

又如，在教学《角的度量》一课时，概念多盲点多，操

作程序复杂。学生分不清内外圈，找不到数的方向。原因是

把角看作是静止的图形而非动态的过程。他们将角的两边孤

立量度，以为像量线段，看钟表一样，只要一边对准 0 度，

另一条指几就读几。如果学生把静态的角想象成从 0 度开始，

慢慢打开，而度数随之增加的动态过程，问题也许可以迎刃

而解了。空间观念的形成，只靠观察是不够的，教师还必须

引导学生进行操作实验活动，让他们自己在比一比、折一折、

剪一剪、拼一拼、画一画等操作活动中，获得运用知识解决

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应用的意识。

4 路径三：重视推理正确，学会新旧转化

数学基于经验又超越经验，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思维方

式 [5]。开展数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能灵活掌握所学的

知识和能力，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例如，教学《平行四边形面积》一课时，引导通过剪、

拼等活动将平行四边形转化成长方形，引导学生用数学语言

表达。为什么要沿高剪？是因为要拼成长方形，长方形的角

是直角，只有沿高剪才能拼出长方形。当然进行平行面积计

算推导也可不剪，通过折一折，思考是如何转化的。学生可

能会折出两个重叠的长方形（见图 1）。转化是一种思想，

是分一分，再合一合，或是先拼再合。不管是采用哪种方法，

推理都是正确的，都是把新知识转化成旧知识进行创造性学

习。又如，求证“三角形的内角和”，是通过折、拼、量等

实验方法，发现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180°这一规律，进而提

出猜想，再利用已知结论，证实猜想的正确性。可见，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传递的，只能靠亲身经历。智慧并不完

全依赖知识的多少，而依赖知识的运用和经验的转化。因此，

几何为学习推理提供了素材，反之引导学生进行推理是几何

教学的重要路径。

图 1 两个重叠的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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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径四：借助原型直观，发挥空间想象

几何直观所指有两点：一是几何；二是直观。综合起来，

就是依托、利用图形进行数学的思考和想象，本质上是一种

通过图形所展开的想象能力。修订后的课标是这样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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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数学，

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教学《圆柱的认识》一课时，可以让学生从直观

中引发想象，在想象中丰富直观。开课时利用借助熟悉的玻

璃旋转门，激起学习的欲望，为学生的想象提供了直观原型

（见图 2）。避免让学生凭空想象“以长方形的一条边为轴，

旋转一周，就能形成一个圆柱”。这样学生可以很自然地凭

借原型和经验，想象出立体图形可以由平面图形旋转得到。

以运动、联系的方式学习，是学生认识立体图形的一个实视角，

也是发展空间想象能力的重要途径 [4]。当然，还可以从圆柱、

到圆锥，迁移到圆台、球；可以通过类比想象，在平面图形

与立体图形之间自由穿梭（见图 3）。模型直观引发类比、联想，

从散点思维过渡到结构化思维，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得很到

了培养，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

　　    　　  　　　

图 2 圆柱的直观模型　 图 3 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变换

6 路径五：培养估测意识，发展数学直觉

估测或估计是课程标准突出强调的内容。第一学段提出：

能估测一些物体的长度，会估计给定简单图形的面积；第二

学段提出：会用方格纸估计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2]。估测活动

不仅是发展学生空间观念的载体，也是发展学生空间思维的

途径。学生的估测不是凭空想象，应该是一种有根有据的判断。

例如，认识厘米后让学生估计生活中常见物品的长度（如

中指的长度、文具盒的长度），在认识米后让学生估计一下

教室门的高度，再进行实际测量，检验自己估计是否合理。

通过这些估计和测量的比较，既培养了学生自觉估测物体长

度的意识，又使学生真切地感受估测的实际价值，并逐步积

累估测的经验，提高了学生的估测能力，发展了学生的空间

观念。估测就是基于几何直观，是空间观念从感知不断发展

上升成为一种可以把握的能力。

7 结语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5] 在“图形与几何”

教学中，教学需要我们做“过程”的渗透者；需要生活现实

来观察，操作探究会转化，数形结合能推理，渗透思想善表达，

从而促使学生形成空间观念，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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