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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学科除了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的学科知识和基本的学科技能，更应

发挥学科独有的优势，在具体知识的教学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系统、

数学的眼光、数学的头脑，充分挖掘数学的育人价值。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

认为小学生处于具体运算阶段，需要较多的感性资料支撑他们理解一些抽象的符

号与概念，而“图形与几何”内容正符合小学生这一阶段的认知发展特征。同时

“图形与几何”与学生周围的生活紧密相关，由图形与几何带来的对生活问题的

解决、数学历史事件的认知等都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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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新课程标准》中指出：“图形与几何”应该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注

重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与推理能力。“图形与几何”模块是小学数学知识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数学思维的核心所在。教师的教学在对学生进行数学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培养的同时，更应发挥学科的育人功能。很多教师在教授“图形与

几何”这一模块时，只注重知识教育，而忽略这一知识领域的育人价值功能的落

实，不利于学生的长足发展。本文以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三角形的三边

关系》教学为例，研究“图形与几何”领域的教学策略，全面发挥这一领域的数

学教学育人价值，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一、“大问题”引领下的自主探究

问题是数学的基础和心脏，是探究活动的根基。通过有向开放的问题导学模

式，可以引导学生逐层深入思考学习，主动参与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从而在获

得知识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身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1、“大问题”要有指向性。

教师在进行《三角形的三边关系》第一次教学时，为了体现学生的自主学习，

直接设置了探究活动 1：“三角形的三边有怎样的关系呢？”请你利用手边的小

棒围一围，再与同学交流。这样的问题提出后，看起来学生的操作是得到了保证，

课堂上大家都在动手操作摆三角形，但是摆完了三角形，学生对于三角形的三边

有怎样的关系，还是摸不着头脑，不知该如何思考。在这个“大问题”的引领下，

重点偏向了用小棒摆三角形这一操作活动，而不是借助小棒摆三角形思考三角形



的三边关系，这就偏离了教师设置问题的初衷。这个“大问题”就设置的过大且

没有明确的指向。

在第二次的教学中，教师调整了“大问题”的设置：“任意长度的三根小棒

首尾相接都可以围成三角形吗？”，这一问题设置将范围缩小，并且有明确的指

向性和可操作性。学生进行猜想讨论，进一步根据自己的猜想进行实验探究。利

用不同长度的三根小棒，有的能围成三角形，有的不能围成三角形。经过对比分

析，进一步思考发现三条线段围成三角形的规律，最后再进一步验证已有三角形

和随意画出的三角形，最终得出结论。整个过程在“大问题”引领下，学生经历

了“提出猜想——实验探究——得出结论”这样完整的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

2、自主探究要有层次性

“大问题”的抛出并不是完全放手让孩子独立解决。小学生的思维还处于具

体运算阶段，需要大量感性材料支撑。并且四年级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够成

熟，没有教师引领的自主探索，很可能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三角形的三边关

系》这一课例教学时，教师将自主探究过程细化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在理解

首尾相接围成三角形的基础上，思考任意长度的三根小棒首尾相接都能围成三角

形吗？；第二，带着你的猜想进行操作探究，为什么有的能围成，有的不能围成？

从而初步得出三角形的三边关系的规律；第三，是不是所有的三角形都符合这个

规律？进一步利用已有三角形和自己画的三角形验证规律，最后得出结论。

二、“小趣味”激发下的灵活应用

1、动手实践，增加课堂趣味性。

“图形与几何”领域的教学设计，更应注重教学的实践性和趣味性，让学生

在动手操作的活动中感受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学习《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时，

通过设计了上述三个层次的探究活动，让学生在做中乐，乐中学，学中思，思中

悟。在富有趣味性的小棒游戏中，既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又培养了动手实践

能力。

2、借助新媒体，提高学生参与度。

兴趣是高效课堂的兴奋剂和着力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课堂形式应该

是多变的、有趣的，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孩子的课堂积极性，提高孩子的课堂参与

度。《三角形的三边关系》这一课例教学中，教师设计了 3个探究活动，前两次

的探究活动要求以文字和表格形式出现，第三个活动要求则以视频方式配合卡通

语音出现，这样的活动要求展示方式，调节了课堂气氛，再次将学生的注意力聚

集到课堂。在练习巩固环节，教师借助希沃白板中的课堂活动功能，将判断三条

线段能否首尾相接围成三角形的练习设计成了游戏比拼，大大调动了学生的课堂

兴奋度和参与度，在游戏中巩固所学知识。同时通过游戏比拼，引起学生思考：



为什么他判断的这么快？从而总结出简便方法：两条较短边的长度之和大于最长

边，就可以围成三角形。

三、“说数学”模式下的育人价值

小学数学学科除了为学生提供基础性的学科知识，更应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

系统，培养学生的数学眼光，使学生具有数学的头脑，提升学生的独特学科美的

发现、欣赏和表达能力。作为数学教师，我们不仅要教授数学知识，更要站在高

角度深挖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

1、深挖学科的育人价值

以《三角形的三边关系》为例，教师在课堂导入环节出示了篮球巨星姚明。

问：“姚明的腿长大约是 140 厘米，那姚明一步大约能跨多远呢？”通过学生大

胆猜想，说出理由。这一导入既沟通了现实人物和数学的图形的联系，同时也向

学生普及了姚明和篮球运动的小知识。通过课堂实践发现，这些 10 后的小朋友，

大多数都不认识姚明。设计这样的导入环节，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向学

生普及了一些体育知识，延伸到课后，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姚明了解篮球运动，

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2、鼓励学生大胆“说数学”

语言表达能力是学生的一项重要能力，很多老师都认为这是语文课堂该关注

的，其实不然。我们一直提倡让数学思维看得见，那怎样让数学思维看得见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说数学”。在“图形与几何”领域来说，在几何形体

的教学中要重视培养学生通过讨论、交流说出图形的特征及与生活的联系。形体

知识要重视学生参与公式的推导过程，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说出推导过程把知

识的获取与发展数学语言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对空间的探索欲望，抓住契机，

发展说的能力。回顾总结环节，在培养学生形成完整知识框架的同时，更要注重

学生的总结回顾的语言表达。以《三角形的三边关系》为例，本节课的层次是非

常清晰的，知识形成过程一共是三个层次“提出猜想——实验探究——得出结论”，

这一数学思维模式，不仅仅适用于本课数学问题的研究，所有的数学问题都是这

样的逻辑结构。培养学生完整叙述问题解决的过程，不仅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

力的提高，更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数学眼光的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