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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就是通过数和形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转化来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数”与“形”的相互转化

与结合既是数学的重要思想,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本文通过搭配问题、和差倍数问题这两大题型对数形结合思想方法

的体现,揭示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在小学数学应用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唤起广大小学数学教师重视用数形结合思

想方法解决数学应用题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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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方法是对数学内容和方法的本质认识,是从某

些具体的数学内容和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提炼上升的数学观

点,是数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桥梁,它在

认识活动中被反复运用,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建立数学、

发展数学、掌握数学和应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1]学习

数学不仅要学习它的知识内容,而且要学习它的精神、思想和

方法。掌握基本数学思想方法能使数学更易于理解与记忆,领

会数学思想方法是通向迁移大道的“光明之路”。[2]20世纪70

年代以来,我国的许多数学教育家呼吁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

教学,提出让数学思想方法融入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倡

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总目标中也明确

提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获得适应社会

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

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3]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化,数学思想方

法的渗透已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小学数学内容的特点和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在小学

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有关内容的教学向学生渗透分

类、数形结合、转化、集合、归纳、符号化、函数、方程和

极限等数学思想方法。[4]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

科学,数和形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化。[5]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就是通过数和形之间的对

应关系和相互转化来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提到数形结合,

人们往往会觉得是解析几何的事情。其实不然,数形结合在

小学是可能的。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中体现在简单的数

与形当中,它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借助“形”

的直观表现来表达数量关系,可称之“以形助数”；二是运用

“数”来刻画、研究图形,可称之为“以数解形”。通过“以

形助数”或“以数解形”使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1 问题的提出 

在小学数学教材中,大多数数学知识的教学都是通过实

际生活情境引入,学生理解并掌握知识之后再将其应用到实

际生活情境中。这个教学过程体现出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

用于生活的理念,所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题占的比重不

少。而在应用题中涉及到的 多的一种数学思想方法就是数

形结合。但在平常的数学教学中,大多数教师注重数学知识

点的传授以及 后算式的答案,忽略了思想方法的渗透。当

学生面对一些条件稍多的应用题时,就会找不到解决的突破

口,无法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运算对象,难以下手。那么如何

把抽象的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很好地渗透在应用题的解决当

中,使学生在“润无细无声”中深刻体验到数形结合思想方

法的价值呢？ 

2 应用题中体现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案例 

本文通过搭配问题、和差倍数问题这两大题型对数形结

合思想方法的体现,揭示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在小学数学应用

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唤起广大小学数学教师

重视用数形结合思想方法解决数学应用题的意识。 

2.1搭配问题中的数形结合 

搭配问题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的教学内容,本节课是学

生学习概率统计知识的基础课。能有序有条理地搭配,做到

不重复不遗漏,体会排列组合和分类思想是本课的教学目标,

也是教学中的难点。 

导入情境的题目是小朋友有2件上装和3件下装,一件上

装只能搭配一件下装,共有几种搭配方法？老师先让同学们

自己观察,尝试搭配；然后小组合作,实践验证；接着展示汇

报,整理结果,紧接着抛出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有序搭配,不

重复不遗漏呢？老师引导学生通过画树状图(如图1所示)来

进行衣服分类并有序的排列,找到数量关系,1件上装搭配3

件下装是3种,2件上装分别搭配3件下装就是6种, 后得出

结果3+3=6(种)或2×3=6(种)或3×2=6(种)。由实物搭配抽

象成图形搭配,再用算式表示,通过数形结合逐步找到实际

情境中蕴涵的数量关系。这样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掌握数学

知识的过程中体会到运用数学思想方法的必要性。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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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和差倍数问题中的数形结合 

和差倍数问题在小学数学中是一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应

用题,它包括和差、和倍、差倍问题。和差问题是指已知两

个数的和与差,求出这两个数各是多少的应用题；和(差)倍

应用题是指已知两个数的和(差)与它们之间的倍数关系,求

这两个数是多少的应用题。 

三年级学生处于从形象思维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的过

渡阶段,对一些抽象数学知识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比较

弱。线段图是一种重要的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它可以把条

件、问题清晰化,数量关系明确化,激活学生的解题思路,在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画线段图

的方法,就可以直观地分析、理解抽象的倍数关系,从而找到

解题的突破口。举一个和差问题的实例：学校有科技书和故

事书共480本,科技书比故事书多120本,两种书各有多少

本？由于题目中有两个未知数,且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也不

明晰,学生很难从中理清头绪。此时,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先呈

现部分的线段图(先画出一条线段表示故事书的数量),让学

生根据题意把线段图补充完整,这样既可以使学生明确题目

的条件和问题,又能让学生意识到画线段图的必要性。随后,

教师再引导学生观察线段图,找出两个数的和与其中一个未

知数之间的关系,进而可知：当把书的总数去掉120本后,就

是故事书数量的2倍,依此求出故事书的本数；然后根据线段

图中两种书的和差关系算出科技书的本数；当把总数添上

120本,就是科技书的2倍,这样也可求出科技书的数量。(如

图2所示)： 

故事书                                                             

科技书                                                         

 

图  2 

不管是和差问题、和倍问题还是差倍问题,究其根本,

都是从倍数来考虑数量关系然后解题。在图2所对应的和差

问题中,为了求出两个未知数,把科技书多出的部分去掉,使

得科技书和故事书的数量一样多,其实也就是把故事书看成

1份,科技书对应的就是1份多出120本,所以共有的480本书

就是有2份还多120本,要求1份就应该先从总数中去掉120本,

然后再平均分成2份就可以求出故事书的数量；若是从科技

书的角度来考虑,也是相同的思路。如果是和倍问题、差倍

问题,从倍数角度思考就更加明显了。即便是遇到了变式题,

也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和解决。 

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更新教学

观念,充分认识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教育中的价值和在培

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中发挥的作用,把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纳入数学教学的目标,在关注学生学习知识和方法的同时,

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精神和对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

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应用题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渗

透数形结合思想,从低年级开始逐渐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

学能力,养成不会做题时就画图的习惯,提高学生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思维,为后面解决更复杂的应用题

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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