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0 

Education Research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有效途径 
 

谭雅柔 

重庆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5i3.4585 

 

[摘  要] 在强调深度学习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我们重视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但是当我

们听到“数学思维”一词时,就会不自觉地将数学思维等同于抽象思维,这就使得在培养学生思维的过程

中容易导致“重抽象轻形象”的现象。小学生数学形象思维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

效果,降低知识学习的难度,促进发散思维的形成,对于小学生认识数学、学习数学、学好数学等方面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学课堂是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重要场所,教师可以通过直观教学、实践教学,情境

教学等手段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学形象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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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phasizing in-depth learning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we 

attach importance to train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But when we hear the word "mathematics 

thinking", we will unconsciously equating mathematical thinking to abstract thinking, which makes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phenomenon of "heavy light abstract imag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knowledge learning,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divergent thinking.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mathematics, study mathematics, learn 

mathematics well and other aspects. Mathematics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place to train students' image 

thinking. Teachers can train and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of image thinking by means of intuitive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situat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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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事物的主观形象和表象为支撑的思维过程就是形象思

维。小学数学形象思维是指小学生在认识或学习数学知识的时

候,将复杂混乱的知识进行典型概括从而得到数学知识本身就

具有的或是可能拥有的直观数学形象,并把这些直观的数学形

象作为材料,进行重新分化与组合,产生新的结构与关系的一种

思维方式。简言之,数学形象思维就是将数学对象直观形象化并

反映他们之间关系的过程,它贯穿于学生数学学习的方方面面,

不仅具有形象性,而且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数学形象思维能力

既能够让学生从简单的事物表象去探究的内在规律,也能从抽

象的概念中找准关键信息、化繁为简,还能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

的数学能力。 

1 培养小学生数学形象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思维是我们学习数学知识的重要支撑之一,贯穿于数学教

学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常说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不是绝

对独立的关系,他们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发展,

是学习小学数学的两种重要思维方式。小学生的思维处于由形

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阶段,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具有很

强的抽象性与逻辑性,培养数学形象思维对于小学生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培养他们的数学形象思维,既遵循了认知发展规律,

又符合了小学阶段数学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 

1.1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 

不同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和中等教育的分流性,小学教育

阶段教育具有基础性,它强调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奠定基础。对

于刚刚系统接触数学学习的小学生来说,数学无疑是枯燥无趣

的,因为他们在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方面还不成熟,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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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自主创新与批判能力,加之数学学科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抽象

性与逻辑性,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思考和求证。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需要教师去引导学生探究数学的本质规律,去感悟数学的独

特魅力,从而让小学生对数学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数学形象思

维可以将学生接触到的纷繁复杂的数学知识变得更为简单直观,

学生运用这种思维能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场

景或事物建立联系,将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生活建立联系,切实

感受数学在生活中产生,生活中也处处需要数学,增强数学知识

的实用性,消除学生对数学的恐惧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

积极性和兴趣。 

1.2培养学生的数学发散思维 

形象思维能力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激发学

生数学学习兴趣外,还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学发散思维,为他们

下一阶段的数学学习打下坚实思维基础。在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常说“一题多解”或“寻求最优解”“举

一反三”,这表明想学好数学这门学科需要具有发散性思维。发

散性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一道看似简单的

数学题藏着不简单的思维过程,数学不只局限于一种方法、一种

思路、一个标准答案。学生的发散思维可以帮助学生在具体情

景中解决问题,发散思维的培养需要借助形象思维,在日常教学

中老师可以一步步地引导学生,教会他们如何快捷从题干中获

得有用的数学信息,并通过形象思维中的联想对获得的数学信

息进行延伸、发散,让它以文字叙事的形式要求学生运用所学数

学知识解决提出的问题学生从多个角度对当前问题进行思考,

并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然后还可以让学生比较不

同方法的优缺点,找出最简便的解法。  

1.3提升教学效率,加强教学效果 

小学数学知识整体上呈现抽象化的特点,在日常教学中,教

师需要尽可能地将抽象化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以便学生吸收

和理解,这样才能达到高效的课堂教学效果,学生学习学起来更

轻松,对知识掌握更加牢固,也就能更好地将这些数学知识运用

在生活实际中。应用题是小学数学非常重要的一类题型之一,

它以文字叙述形式要求要求学生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相应的

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与实际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它内

容是以大段大段的文字呈现的,小学生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往

往会感到害怕和恐惧,更不用说要求他们从题干中精准的提取

有用的解题信息了。且许多应用题中的数量关系不能直接表示,

需要通过层层转化,抽丝剥茧才能得出解题所需的数量关系,处

理这些复杂的转换关系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是有困难的。想

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借助于数学形象思维,它能够使得学生们

快速地将题干中的抽象数量关系在头脑中换成具体形象的事物,

如用线段表示数量关系,将文字转化为图形等。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有效

途径 

小学数学具有多种功能与奠基功能,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思

考通过数学教学学生应该学会什么,是冷冰冰的数字或公式

吗？《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明确提出了在数学课程教学中,应该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

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等方面的能力。而对于小学阶段的

学生来说,他们思维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具体形象性为主,数学学

科的学习往往又是抽象的,其中数学概念和数学原理部分是最

难理解的,吃透他们的可行方式就是借助直观实物或者利用语

言等媒介创设情景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原理转化为直观的知识去

学习,简言之,就是采取有效途径培养学生的数学形象思维能

力。对教师而言,可以在真实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巧妙构思教学设

计,用新颖独到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将抽象知识形象化,培养他们

的形象思维能力。  

2.1通过直观教学丰富学生表象 

数学是一门抽象性极强的学科,小学阶段数学教学主要是

要解决知识抽象性与学生具体形象思维之间的矛盾,如果教师

在讲解抽象的概念原理时只依靠书本,这样的教学无疑是死板

且没有灵魂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厌倦数学。直观教学是解决“学

生学不懂与知识讲不清”矛盾的有效手段,学校里配备的投影

仪、模型、图片等都可以将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形象知识。也就

是说小学数学教师可以借助教学用具让抽象的数学知识尽可能

具体形象化,从而促进学生表象感知,降低数学知识难度,增加

教学的趣味性。例如在人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平行四边

形面积》这堂的教学中,教学重点是让学会割补法、剪拼法以及

体会转化的思想,这时教师就可以借助教具让学生剪一剪、拼一

拼,深刻体会这些方法和思想。上课时先让学生尝试用探究长方

体面积的方法——“数格子”来探究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这种方

法是可行的但是只适用于当平行四边形很小的时候,紧接着让

同学们拿出上课之前提前准备好平行四边形纸片,小组合作沿

着平行四边形的一条高剪下一个直角三角形并通过平移拼成一

个长方形,此时学生可以清楚直观地发现平行四边形的底变成

了长方形的长,平行四边形的高变成了长方形的宽,这个过程中

虽然平行四边形的形状发生了改变但是面积没有改变,也就是

说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拼接成的长方形的面积是相等的,通过

这种直观操作,学生能够直观清晰地感知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

的关系。再如在教学小学数学三年级上册《倍的认识》时,老师

需要课前准备好鸡爸爸和鸡宝宝的图片贴,课堂中先将两只鸡

爸爸的图片贴分为一组,再不停地变化鸡宝宝的数量,然后对比

这两组数量,感受数量变化的内在规律,引导学生认识两个数量

的关系可以用倍来表示,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2.2通过实践活动加强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增设“数学实践活动与综合应用”。数学是前人在实践中总结经

验而产生的科学,数学中大大小小的公式、概念都是在实践中产

生的,数学教学最终的目的也是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际。所

以,教师在教学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过接触的知识点或者与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点时,可以把书本上抽象的知识点与

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不仅能够降低抽象知识的难度还能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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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运用知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也应该鼓励学生动

手操作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对

数学的积极情感,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与热情。例如,

在教学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分类》时,就可以结合实践

活动来进行教学。设置小组实践活动让每个小组观察教室的物

品,并让学生尝试分类,在课堂上系统学习分类之前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已经接触过分类思想,如家庭衣柜里将不同种类的衣服

放置在不同位置,菜市场里有蔬菜区、水产区、调料区等。通过

实践活动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的做法可以让学生更容易学会分

类知识。又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认识《时、分、

秒》时,我们可以将常规课设计为实践活动课,通过让学生自主

设计作息时间表、调查课间活动的时间、调查父母上下班通勤

时间等活动,把抽象复杂的时间问题转化为与学生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事件,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时间以及合理安排

时间,另一方面也利于学生养成珍惜时间的好习惯。 

2.3通过创设情景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前面提到我们可以借助生活经验和直观教具让学生对数学

知识形成新的表象,达成培养数学形象思维的目的,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创设问题情景丰富学生想象力。小学生好玩,好动,

具有极强的好奇心,抽象复杂的知识容易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恐

惧感,不利于他们想象力与创新力的发展。创设问题情境是大多

数教师都会用到的一种教学策略,它可以通过丰富学生想象力

促进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如教师通过故事、游戏、谜语

等新颖的形式创设问题情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与兴趣,

缩进师生的距离感,提升教学的趣味性,还可以将学生快速带入

教学氛围中,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增强思维的具体性和形象性。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才能够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参与

到数学知识的学习中,也才能拥有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例如在

教学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综合实践活动《一亿有多大》

这堂课时,亿这个概念对学生来说是抽象且模糊的,在日常生活

中也不能接触到亿,为了让学生切身体会一亿的大小,教师可以

创设情景,向学生抛出问题“你觉得一亿张纸有多厚”,让学生

充分运用想象去探索。又如在四年级下册《图形的运动(二)》

认识轴对称图形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生活化的情景引

导学生观察剪纸、风筝、脸谱等图形,引导学生初步感知对称美,

然后给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动手剪出各种漂亮图形,通

过折一折,比一比等活动推断这些图形是不是轴对称图形,接着

出示半边的对称物体,请学生判断他们是什么物体,通过训练学

生的联想、想象,帮助他们正确掌握对称图形的特征,有效实现

教学的目的。  

3 结束语 

文章分析了小学生数学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以及在教学中的

培养途径。不过思维能力的培养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方法,目前

还需要对形象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如何通过合理的方式提

高小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探究。“万丈高楼

平地起”发展学生高阶思维需要以形象思维作为基础,作为小学

教师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学生的数学形象思维,还需要在一线

教学中去探究出更多可行有效的方法策略来帮助学生培养数学

形象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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