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6年第 6期

(总第 3 00期 ) 表有探士
E D U CA T IO N EX P LO R A T IO N

N
o

6
,

2 0 1 6

S e 五a
l N

o
30 0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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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推理能力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提出的十个核心概念之一

。

类 比推理是合情推理

的重要形式
,

对于引发猜想
、

启迪思维和发现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

因此
,

教师要结合教学内

容
,

引导学生探寻知识 间的本质联 系
,

利用 生活 中的原型启发
,

大胆进行联想猜测
,

巧妙采取数形

结合
,

重视结论的检验修正等
,

以逐步提高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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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能力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提出的

十个核心概念之一
。

类比推理是合情推理的重要

形式之一
,

它 因两个或两类思考对象在某些属性

上相同或相似
,

从而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可

能相同或相似的推理
。

类比推理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

从特殊到

特殊的一种推理形式
,

它是引发猜想和发现结论的

有效途径
,

是发展数学思维和培养创新意识的重

要方法
。

因此
,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必须高度重视

类比推理能力的培养
。

一
、

类比推理的主要形式

小学数学中的类比推理主要有下面三种形式
。

1
.

外部形式上的类比

根据数学对象表面上的相似而进行的推理
,

是

一种从形式到形式的类比
,

这种类比得出的结论
,

具有较大的或然性
,

但有利于建构知识之间的联

系
。

比如
,

由
a x

(b
+ e

)
= a x b + a x C

能够类比出
a x

b(
一
c)

= a x b 一 a x C ;学习了长方体的体积
=
底面积

x

高
,

就能类比出正方体
、

圆柱体的体积
=
底面积

x
高

。

2
.

内在实质上的类比

通过比较分析数学对象之间的实质性的内在

联系而得出的推理属于内在实质上的类比
。

这种

收稿日期
: 2 0 16

一
03

一
04

作者简介
:
刘德宏 ( 19 67

一

)
,

男
,

江苏盐城人
,

中学高

级教师
,

从事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

推理根据两类对象在本质属性方面的相似之处
,

类推出其他方面的相似
,

从而认识新数学对象的

本质
,

此种推理
,

得出结论的正确性相对较高
。

比

如
,

在六年级
,

学生学习了 比与分数及除法的关

系
,

就可以根据商不变的规律和分数的基本性质

主动类比出 比的基本性质
。

这样的教学
,

既突出

了学习的主动性
,

又体现了思维的创造性
,

更加强

了知识的连贯性
。

3
.

过程方法上的类比

数学教学要重视让学生充分经历知识的形成

过程
,

以获得深刻的探究体验
,

感悟数学思想方

法
,

积累思维活动的经验
,

促进技能方法的迁移
。

如
,

学生在五年级学习
“

圆的面积公式推导
”

时
,

把

一个圆平均分成若干个小扇形
,

再拼成一个近似

的长方形
,

从而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
。

经历了这

样的学习过程
,

掌握了这样的推导方法
,

到了六年

级
,

学生学习
“

圆柱体积公式推导
”

时
,

就会自然地

想到把圆柱的底面等分成若干个小扇形
,

再沿着

半径切开
,

将圆柱转化为一个与它等体积的长方

体
,

再进行两者的比较分析
,

从而推导出圆柱的体

积公式
。

.4 根源知识上的类比

小学数学中有许多基础知识和技能分散于不

同单元
、

不同册次的教材之中
,

这些知识技能
,

看

似零零散散
,

但它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

即有相

关的根源性知识
。

在教学新知识时
,

教师要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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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相关的根源性知识和技能
,

引领学生找出新

旧知识在根源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

从而进行有

效类比和迁移
。

如
“
一0 0 以内的加法

”

和
“
一0 0 0 以内

的加法
、

10 000 以内的加法
”

有着相同的计算法

则— 相同数位对齐
,

个位加起
,

满十进一
。

这一

计算法则就是维系三者联系的根源性知识
,

利用

这一根源性知识
,

可实现计算方法的有效迁移和

类比
。 “

两位数乘一位数
”

的计算原理就是学习
“

两
、

三位数乘两位数
”

的根源性知识
,

学生根据
“

两位数乘一位数
”

的计算经验与技能
,

能够主动

尝试和探索出
“

二三位数乘两位数
”

的计算方法
。

“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

与
“

整数加减法
、

小数加减

法
”

之间有根源性的计算原理— 相同数位上的

数才能直接相加减
。

因此
,

教学
“

异分母分数加减

法
”

时
,

要紧扣这根线
,

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形成的

数学认识与积累的计算经验
,

主动将
“

异分母分

数
”

转化为
“

同分母分数
” ,

然后再计算
。

二
、

培养类比推理能力的教学策略

1
.

探寻本质联系
,

搭建类比支架

数学知识之间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

在学习新

知时
,

要求学生头脑里具备同化新知识的上位概

念或相似概念
,

类比推理才能顺利进行
。

因此
,

教

师要充分激活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经验
,

寻找维系

新旧知识的主线
,

探寻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
,

在最

近发展区为学生搭建类比的支架
,

为实现知识迁

移和类比推理打好基础
。

如
“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

与
“

整数加减法
” “

小数加减法
”

及
“

同分母分数加

减法
”

都有本质上的根源性知识— 相同数位上

的数
,

才能直接相加减
,

这一计算原理
,

就是维系

知识联系的主线
,

也就是类比的支架
。

学生在学

习整数
、

小数
、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时
,

已经形成了

这种计算认识
,

积累了这种计算经验
。

因此
,

在教

学时
,

可 以先 口算整数加减法
、

小数加减法
、

同分

母分数加减法的几道试题
,

然后归纳出此类计算

过程中隐含的共同核心原理— 相同数位上的

数
,

才能直接相加减
。

学生受这个原理的启发
,

便

能类比尝试将异分母分数转化为同分母分数
,

然

后直接相加减
。

归纳出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法则

后
,

再次进行新旧知识的对比
,

以突显此类计算的

共同点
,

强化新旧知识之间的本质联系
。

这样的

类比教学活动真正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刻理解

和灵活运用
,

构建了 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
,

培养了

学生的推理能力
。

2
.

基于生活原型
,

启发类比抽象

在数学学习中
,

小学生常常受实物原型的启

发
,

主动展开联想
,

引发猜测
,

产生灵感
,

建构数学

模型
,

抽象概括出数学概念
。

小学生的思维以直

观形象为主
,

生活中的实物原型对他们学习新知

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

因此
,

从原型启发展开类 比

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

例如
,

教学
“

认识线段
”

时
,

教

师让学生两手分别捏住毛线的两端
,

绷紧拉直
,

自

然构成了
“

线段
”

的实物原型
,

进而有机地抽象 出
“

线段
”

的图形
,

揭示出
“

线段
”

的本质特征
。

教学
“

认识平行
”

时
,

让学生观察跑道线
、

操场上的双

杠
、

秋千架上的两根立柱
,

再根据实物原型
,

画 出

三组直线
,

抽象出共同点— 永不相交
,

从而概括

出平行线的定义
。

在二年级
“

角的认识
”

教学时
,

引导学生观察剪刀 图
、

钟面上的时针和分针组成

的角及五角星等实物图
,

在此基础上
,

再抽象 出
“

角
”

的几何图形
。

这种基于生活原型
、

展开类比抽象的学习方

式
,

让学生在类比中能进行数学抽象
,

主动建构出

数学概念
,

积累一定的思维经验
,

培养学生的推理

能力
。

3
.

鼓励联想猜测
,

实现直觉类比

联想与猜测是类比推理常用的两种方法
,

其

实
,

类比的实质就是一种联想
。

在教学中
,

要启发

学生找出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联系
,

展

开联想
,

大胆猜测
,

凭借直觉进行类比推理
。

类比

可以是知识的联想类比 (包括概念
、

关系
、

性质
、

定

律
、

法则等 )
,

也可 以是思想方法的联想类比
,

还可

以是解决问题思路与方法的联想类比
。

例如
,

学过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后
,

学生就

能够由此联想猜测到乘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
。

在

五年级学习
“

圆的周长
”

时
,

启发学生由长方形的

周长是长与宽之和的 2倍
、

正方形的周长是边长的

4倍
,

联想猜测到圆的周长可能也与直径存在着固

定的倍数关系
,

进而指导他们通过测量实验
、

分析

比较找出共同点
,

有机地抽象出
“

圆周率
”

的概念
,

这些都是知识之间的联想类比
。

教学
“

长方形面积计算公式
”

时
,

让学生用 1平

方厘米的正方形拼摆出不同的长方形
,

发现正方

形的总个数正好等于长与宽的积
,

由此推导出长

方形的面积公式
。

有了这样的过程和方法
,

学生

在学习长方体的体积公式时
,

就会主动联想到这

个方法
,

用 1立方厘米的小正方体拼搭长方体
,

通

过比较
,

主动探索出长方体的体积公式
。

学习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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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

时
,

可由三角形面积公式推导方

法联想到梯形的面积公式推导方法
。

这就是过程与

方法的类比
,

同时也渗透着数学思想方法的类比
。

在教学中
,

教师要引导学生善于观察比较
、

敢

于联想猜测
,

长于借助直觉
,

勇于类比发现
,

从而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

4
.

利 用数形结合
,

促进类比迁移

数与形是数学研究的两个对象
,

借助图形描

述数式
,

利用数式解释图形
,

这样的数形类比能启

迪思路
,

发现规律
,

发展数学思维
,

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
。

例如
,

计算 一+ 3 + 5 + 7 + 9 + 一 + 一3 + 1 5 + 一7 + 一9
。

解题时
,

先让学生尝试计算
,

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图

形
,

发现规律
,

最后再利用规律
,

简便计算
。

口 磷
蘸

1= l x l l + 3 = 4 = 2 x 2 1 + 3 + 5 = 9 = 3水 ( ) 1+ 3 +

5+ 7 = 1 6 =
( )

x
( )

这样的解题过程
,

将数转换成形
,

学生受到图

形的启发
,

进行数形类比
,

能够发现
“

从 1开始
,

连

续奇数相加的和
,

正好等于奇数个数的平方
”

这一

数学规律
,

最后利用发现的规律
,

简便地算出了得

数
。

数形类比能起到了化繁为简
、

化抽象为直观
、

启迪解题思路和发现数学规律的作用
。

5
.

重视验证修正
,

减少类比失误

类比推理是一种合情推理
,

它是根据新旧数

学对象之间的相似性
,

类推得出的结论
,

但其结论

具有或然性
,

未必全部正确
,

有时会出现形式主义

错误
。

例如
,

学生根据
a 一 b一 c = a 一

b( +c )类推出
a 一 b

一 C = a
钊bx

C
)

,

(b
、 c
都不等于 0)

,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

但根据
a x b + a x e = a x

(b
+ e

) 类推出
a 一 b + a 一 e = a 一 (

b+c )
,

这样的结论就是错误的
。

解答
“

钢笔价格比

圆珠笔多省
,

圆珠笔价格比钢笔少几分之几 ?
’ ,

这

道题目时
,

学生会错误地以整数计算的经验
,

得出
“

圆珠笔价格比钢笔少告
”

这一错误的结论
·

学习

“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
”

时
,

有的学生往往根据

长方形的面积
=
长

x
宽

,

错误地类推出平行四边形

面积
=
底

x
邻边

。

学生之所以出现上面的类比错误
,

就是因为

未能找到知识间的本质联系
,

且没有经过检验
。

为减少类比失误
,

提高类比结论的可靠性
,

教师要

让学生学会举例验证猜想
,

用反例揭示猜想中不

合理的部分
,

逐步修正完善
,

以提高类比推理结论

的正确性
。

比如
,

在五年级学习
“
3 的倍数的特征

”

时
,

学生往往根据 2
、

5的倍数的特征
,

类比猜想
:
个

位上是 0
、

3
、

6
、

9 的数
,

这个数就是 3 的倍数
,

显然
,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

教师可 引导学生用 10
、

1 3
、

1 6
、

1 9
、

2 3
、

2 6
、

2 9等反例来验证
,

证明猜想是错误

的
。

接着
,

再让学生分别用 3颗数珠
、

4颗数珠在

计数器上拨出不同的两位数
,

再与百数表中的 3 的

倍数相对照
,

说说 自己的发现
。

学生经过讨论能

够发现
,

拨出的数是不是 3的倍数
,

而与所用数珠

的颗数有关这一结论
,

继而让他们再拨一些 100 以

内是 3 的倍数的数和不是 3 的倍数的数
,

并分别数

出所用算珠的个数
,

通过观察和比较
,

再次做出猜

想
,

如果一个数各个位上数的和是 3 的倍数
,

那么

这个数可能就是 3 的倍数
,

最后再让学生举出多个

不同的多位数
,

并且及时用计算器逐一进行验证
,

得出结论证明第二次猜想是正确的
,

从而发现了 3

的倍数的特征
。

通过这样的教学
,

学生充分经历

了初次猜想 挂诊例推翻猜想分再次猜想分验证猜

想。 归纳结论的过程
,

使其感受和体验更加深刻
,

对特征的理解更加透彻
,

也会积累丰富的数学思

维经验
。

类比推理可以获得猜想
,

发现结论
,

但要使结

论具有可靠性
,

还要与演绎推理有机结合
,

进行猜

想的验证和结论的证明
,

从而提高类 比推理结论

的正确性
。

如经过猜想和验证
,

得到了 3的倍数的

特征后
,

还可以进行演绎解释
,

证明结论
,

让学生

从数理上理解特征
。

先以 巧为例
,

借助小棒演示
,

把 巧 中的 10
,

分成 9 和 1
,

9一定是 3 的倍数
,

因此
,

只要看余下的 1和 5合起来的数是不是 3 的倍数
,

就可以判断巧 是不是 3的倍数了
。

经过这样的合

理解释
,

学生对
“
3的倍数的特征

”

的理解会更加深

刻
,

也使获得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

上面的探索过程
,

既应用了类比推理
,

也体现

了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的有机结合
,

保证了结论

的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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