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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形》是小學數學人教版教材六

年級上冊第八單元數學廣角的教學內容。

數學廣角內容的編排直指數學思想與方

法，它是人教版教材編排的一大特色。在

數學的學習中，實際上有兩條主線，其一

是數學知識的學習，它是顯性的；其二是

數學思想方法的學習，它是隱形的。顯性

的會引發關注，隱形的卻常常被忽視。研

究表明，一個人學習過的知識可能會忘記，

但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不會。所以，掌握

數學思想方法比獲得具體的數學知識更為

重要。註1 數學思想方法的獲得必須經過

較長的時間，那麼就需要教師有目的、有

意識地啟發、誘導，使學生不斷地感知、

體會、領悟並深化，方可達成。

為了達成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目標，

把數學思想方法根植在學生腦中，促使其

成為學生解決問題的工具。特以《數與形》

這一教學內容，跟廣大的教育同仁一同探

討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以期共同成長。

環節一：問題的發現與提出

（一）初步嘗試，外化學生原有想法

【學習活動 1】教師呈現如下一組算式，

請學生自己嘗試計算結果。

1+3+5+7+9+11+13+15+17+19=

設計意圖：通過學生的自主嘗試，調

用學生的原有認知，外化學生計算的原有

方法，引發學生對演算法的關注。

【學習活動 2】

呈現學生作品，交流中瞭解演算法。

形式：呈現學生演算法，並請學生陳述自

己計算的過程。

第一種：按照順序依次累加，得到結果

100。（圖 1）

第二種：依據資料特點，選擇先湊整再相

加的方法。（圖 2、圖 3）

（學生課堂生成資源如下）

圖 1

《數與形》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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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顧泠沅（2006）。數學思想方法。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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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二：自主探究解決問題，瞭解
數學思想方法

（一）初次探究，尋找策略

【學習活動 4】交流研討，制定方案。

1. 教師引導：這麼長的算式不好研究，怎

麼辦呢？

2. 學生交流討論：小組交流—集體交流

3. 獲得研究方法：可以研究一個短一點算

式，找找有甚麼規律。然後再根據規律

算出這個長長的算式的得數。

設計意圖：通過思維碰撞，深化化繁

為簡的解決問題的策略，豐富學生解決問

題的方法，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習活動 5】自主嘗試研究

1+3+5+7+9+11=，找尋解決問題的便捷

方法。

1. 學生自主研究（自己研究、同伴研討）

2. 展示學生研討成果，在交流討論中相互

啟發。

預設 1：學生找到了數形結合的方法。就

輔助學生給以圖形的支持，在生生互動中，

引導學生理解其方法，感受數形結合方法

的作用與價值。

預設 2：學生沒有找到數形結合的方法。

就請學生們先表達出自己的方法（如圖4、

5、6），然後老師作為學習的參與者呈現

出數形結合法的圖形。（如圖 7）然後引

導學生自主理解體悟。

【學習活動 3】

整理演算法，引發學生對演算法的關注。

問題：同學們都會解決這個問題，那大家

都是用甚麼辦法算出結果的呢？

設計意圖：用設問引發學生對演算法

進行梳理，並關注演算法。

（二）變換題目，引發問題和思考

問題：如果資料變得多一些，如下，你可

以算出結果嗎？打算怎樣算呢？我們要不

要再試試？

1+3+5+7+9+11+13+15+17+19+21+23+2

5+…+99=

1+3+5+7+9+11+13+15+17+19+21+23+2

5+…+99+…+999=

學生：不要了，太麻煩了。

教師引導：如果有足夠的時間，相信大家

都能算出結果，但算起來會很麻煩。所以

我們今天的研究問題出現了，要解決這樣

的問題有沒有更加巧妙的辦法呢？	今天我

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

設計意圖：通過計算難度的增加，引

發想辦法解決問題的意願，從而生發出研

究的問題，激發學生探究的興趣。

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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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引導：借助這個圖形能不能幫我們找

到解決問題的簡單方法呢？

組織學生結合圖形觀察討論，明確方法。

設計意圖：借助圖形的支援，使學生

理解並領悟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從而感受

圖形的作用與價值。

（如下是學生生成的一些課堂資源）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學習活動 6】舉例驗證，深入認識理解。

1.呈現算式及圖形，學生自主理解並驗證。

1+3+5+7+9+11+13=72=49

1+3+5+7+9+11+13+15+17+19+21

=112=121

設計意圖：藉算式和圖形的支持，使

學生清晰認識並理解方法，深刻感受圖形

的作用與價值。

2. 關聯主問題

1+3+5+7+9+11+13+15+17+19+21+23+2

5+…+99=

1+3+5+7+9+11+13+15+17+19+21+23+2

5+…+99+…+999=

教師引導：現在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你

打算怎麼得到以上算式的結果呢？

【學習活動 7】引導學生回顧學習過程，

梳理、提煉思想方法。

教師引導：回顧剛才我們解決問題的全過

程，你都有甚麼認識，獲得了哪些解決問

題的方法呢？

預設學生：化繁為簡，數形結合。

設計意圖：引導學生在學習中及時反

思總結，清晰方法，培養學生反省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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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三：遷移應用，深化數形結合
的思想方法

【學習活動 8】嘗試用數形結合的方法解

決下面的問題。

1. 學生自主嘗試

2. 呈現學生解決問題的素材，組織學生交

流討論。（如下圖 10-15）

【學習活動 9】學習回顧，反思總結

結合我們今天學習的所有內容，談談這節

課你有甚麼感受吧？

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圖 14

圖 15

華羅庚曾說：“數缺形時少直

觀，形少數時難入微；數形結合百

般好，隔離分家萬事休”。在本教

學設計中，通過學生自主嘗試解決

新問題，借助不同解決問題方法的

對比辨析，使學生在嘗試、交流、

討論的過程中，感受和體悟給數以

形支持的好處和價值，認識並理解

數形結合的思想方法。通過練習中

學生對數形結合方法的多樣應用，

瞭解到學生對數形結合思想方法的

感受與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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