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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与代数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要对象并具有丰富的内容，是数学学习和研究的基础。在新课标实施过程

中，不少专家学者特别强调了数与式的整体性学习。在数与代数的学习中，在研究策略上关注数与式的

一致性是重要的，但在具体学习过程中还要关注到代数式的独特性，只有理解代数式相对于数来说其特

殊性所在，才能深刻理解从数到式的思维飞跃。把代数式理解为可以按照任意规定的法则处理任意的符

号及其关系的一个符号的体系，这是在算术中从未考虑也难以实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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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ber and algebra is the main object of basic education stage and has rich content, is the foun-
dation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emphasized the integral learning of number and for-
mula. In the study of number and algebra,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istency of 
number and formula in the research strategy,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
queness of algebraic expression in the concrete learning process.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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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ularity of algebraic expression relative to number can we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leap 
from number to formula. To understand an algebraic expression as a system of symbols that can 
deal with arbitrary symbols and their relations according to arbitrary rules is a method that has 
never been considered in arithmetic and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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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代数体现了初中数学与小学数学最主要的区别，小学数学主要学习数的运算，而初中代数

除了进一步扩充数的范围外，还要研究式的运算以及和式有关的方程和函数等内容，从数到式是由特殊

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一次大飞跃。 
也因此，代数式的学习对学生来说充满着挑战。为化解代数式学习的困难，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在新

一轮课程实施过程中特别呼吁在代数式的学习过程中要理解式与数的一致性[1] [2] [3] [4] [5]，从而达到

整体性建构。 
本文要探讨的是，在代数式的整体性教学策略上需要类比数的学习，但在代数式的更深入学习过程

中，更需要关注其特殊性。 

2. 数与式的一致性 

综合现有文献，数式的一致性主要从数与式的概念、表达、运算、结构，以及思维五个方面开展类

比分析[6] [7] [8]。具体如表 1： 
 
Table 1. Consistency between numbers and expressions 
表 1. 数与式的一致性 

 数 代数式 

概念 

“数与运算”是学习用计数单位的个数表

示数的过程，体会数对数量的抽象，在此

基础上进行各种计算，感悟整数、小数、

分数、方根等概念本质的一致性。 

代数式显然也可以看成从实际情景中的“量”抽象得

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运

算及性质。 

表达 

整数单位 1 整式单位 na ，同类项 

小数单位 0.1n  分式单位 最简分式 

分数单位 
1
n

 根式单位 最简根式 

运算 整数、有理数、无理数、实数都可以进行

加减乘除等运算并具有很好的运算性质。 

整式、分数也可以进行加减乘除运算并具有较好的运算

性质。类比数的运算可以导出代数式的运算，并得到分

式和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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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结构 

两个整数进行加减乘运算所得的结果仍为

整数，整数也可以分解成因数；两个整数

不能整除导致分数；整数不能开方从而需

要带根号的数。有理数、实数可以比较大

小、求倒数、相反数、绝对值等；算术中

写两个数相加的形式时，例如 3 + 4 = 7，通

常就是要通过作加法运算计算求出 3 和 4
的和，即运算结果为 7，此时，3 + 4 通常

表示为一个过程，而 7 是 3 + 4 的运算结果。 

两个整式进行加减乘运算所得的结果也是整式，一个多

项式分解成几个整式的乘积的形式，叫做因式分解；在

代数中，结构简单的一个例子如 a b c+ = ，即将一个数 a
和另一个数 b 加到一起，就会得到数 c；代数式 a + b 这

个形式同样表示 a 和 b 这两个数作加法运算的过程，c
可以看作运算结果。 

思维 

等号“=”表示等式两边对称的等价关系，

a = b 即是说 a、b 是同一个对象。在算术中

经常被用来表示一个结果，如 2 + 3 = ？，

用“=”表示计算结果，用“=”表示算术

恒等式 6 3 2 7+ = + 。 

方程可以被定义为带有隐藏数字的算术恒等式，可以较

好地获得对方程意义的直观理解，然后将其转化为对代

数方程形式的理解，这样代数就会逐渐根植于算术中，

代数方程的右边不需要包含答案，而是可以是与左边值

相同的表达式。 

 
显然，类比学生已经具备的数的“现实”进行代数式的学习是一种非常节约的教学策略。比如类比

分数的研究过程很方便学生确定分式的研究路径，学生通过类比分数是整数除法运算的不封闭性的必然

需要，自然容易理解整式在不能整除的情况下有必要引入分式；回忆分数研究过程是从定义，到性质，

再到运算，也就不难知道分式学习的相似过程。但同样显然的是，要真正深入理解代数式更需要弄清楚

的是式的特殊性。 

3. 式的特殊性 

用字母表示数是代数学习的序曲。自此，一如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随着字母可表达的多义性

和灵活性使得字母的关系和运算，也就是代数结构被赋予了“魔力”，呈现出万千变化，再加上坐标系

这一“引桥”，使得代数更可以“攻城略地”，“蔓延”于数学的众多领地。这也是当年笛卡尔在发明

坐标系前所遐想的指导思维的方法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数学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

问题”，求解方程，使世界问题得到解答。 
也因此，学生在代数学习上有着巨大挑战性，代数式需要被不断赋予意义。尤西斯金认为至少可以

从四个方面理解代数：1) 代数作为一般化的算术，2) 作为某种类型问题解决的过程的研究，3) 作为数

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 4) 作为结构的研究[9]。卡帕特将代数思维概括为两个核心内容，一般化以及

使用符号系统表示一般化的结果，并对这个结果进行合乎代数法则的推理与行动[10]。这意味着学生在代

数学习中需要超越具体数字、案例、对象和情景，能使用字母(包括其它符合)进行概化。如，在算术学习

中儿童会学习到 2、4、6、8、……等无数的“偶数”，到初中他知道这无穷多的数可以非常简洁地表示

成“2n”，也可以是其它的结构；且可以以 2n 表示偶数参与推理与运算。如 2n + 2k 可以表示任意两个

偶数相加，并且其结果任然是偶数，因为其结果可以表示成 2(n + k)。在数学教育心理学领域，对于代数

也有非常多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研究算术到代数的转变、关注变量和未知数、方程和解方

程以及代数应用题；二是研究技术工具的应用以及对多元表征和概括的关注；三是研究小学生的代数思

维，对代数教师、代数教学、物理环境的动态模式和其他动态代数环境[11]。 
以下具体从代数符号、变量、结构、运算、推理等方面对代数式的特殊性进行简单介绍。 
(一) 代数中符号的特殊性 
尽管算术和代数有很多相同的记号和符号，如等号、加减号，但算术中的基本对象是数，代数中的

基本对象除了数，还出现了更具广泛意义的基本对象—符号，这是代数不同于算术的典型特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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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字母在表示数字上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具有“代”和“变”的抽象性，学生需要掌握符号的意义、

进行符号之间的运算和转换、用符号进行表示和用符号解决问题，如题“两辆车同时从 A 地出发，开往

B 地，汽车甲的速度为 50 km/h，汽车乙的速度为 40 km/h，汽车甲比汽车乙提前一小时到达目的地，问

AB 两地间的距离”，学生在学习方程时首先应能够将字母看成所求未知量的直接取代物，即设 AB 两地

间的距离为 x，此时 x 就是本题所求未知量的取代物；其次应能找寻等量关系从而列出代数式即 

1
40 50
x x
− = ，学会如何通过具体的计算求得未知量，因此理解并掌握字母在代数中的独特性是学生代数 

思维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 
数学符号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字母和数字、标识符、象征符和标点符号。在此，表 2 [9]围绕数学特

点来讨论符号在代数式中特有的功能： 
 
Table 2. Special functions of symbols in algebraic expressions 
表 2. 符号在代数式中特有的功能 

功能 阐述 举例 

记录事实 符号最基本的功能 直线 l 与平面 β 垂直记作 l β⊥  

概括结论 利用符号和符号串将数学模式化为形式化的原理、公

式、法则等 
概括得到 ( )sin sinα α= − −  

压缩信息 为了某些需求将所表示的内容浓缩为简洁的记号 
将积分的一长段文字记录成 

( )1
limn i ii

n f x x→∞ =
∆∑  

实现运算

自动化 

将从具体结论采用一般性的符号串将法则表示出来，

在与公式相同的情景中将其中的数量关系或空间形

式与公式结合起来，摆脱概念而仅在形式符号水平

上，根据符号运算法则按部就班推到结果 

平方差公式 
( )( ) 2 2a b a b a b+ − = −  

提供反省

对象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逻辑数学知识的形成需要不同于

经验抽象的人们对自己协调活动过程反省的抽象 

反省 x y x ya a a +⋅ = 及 ( )log log loga b a b+ = ⋅

得到 ( ) ( ) ( )f x f y f x y⋅ = + 的特殊结构 

 
在数学的过程化概念向对象化概念脱胎的过程中，就是利用符号表达过程。数学中符号和符号串使

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传递和交流数学知识，文字的语义多联想到日常语言，而数学符号的含义是由特定

的数学情境确定的，需要专门的定义[9]。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学生在从算术到代数的学习转变过程中需

要调整符号和记号的意义。关注学生如何解释代数符号、应用符号的困难以及括号的使用等，例如能够

理解式子 ( )3 1y − 的正确含义是 y 与 1 的差的 3 倍；关注在学生遇到代数符号和代数运算时的思维和方法，

例如对于一次函数 y kx b= + ，很多学生不理解 k 的意义，不能理解从数的角度来看 k 表示的是 x 每增加

1 时，对应的 y 所增加的值[10]。 
(二) 代数式中变量的特殊性 
理解变量符号在培养学生代数思维中起到重要作用，变量是形式化代数的产物，是代数式中变化的

量，是方程中固定的未知数，是表示运算律的关系式中一个一般化了的数。小学算术中存在“凑整十”、

“整十数”和“分整数”等准变量的使用数字的计算方式，其目的是得到正确答案，在本质上并未体现

准变量的思想。又如 68 37 37 68− + = 这样的算术等式中 68 和 37 可以看作是准变量，体现了如果给一个

数字减去一个数字再加上同一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保持不变的准变量思维；其进而随着代数的学习可

以理解 68 68a a− + = 这样的代数式的意义和变量的概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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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三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接触了用字母表示正方形、长方形、梯形等实际东西，五六年级也学

习周长和面积的公式计算。梯形面积公式(上底 + 下底) × 高 ÷ 2 可用字母表示为 ( ) 2S a b h= + × ÷ 。那

么，在学习梯形面积公式后，学生在遇到求梯形下底、上底或高等情况时，可以设所求量为 x，用 x 表示

未知量，结合公式可以得到关于𝑥𝑥的等式，通过化简得到 x 的表达式。 
(三) 代数式中等号的特殊性 
在数学的算术计算中理解等价这一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环节。想要理解算术运算规律、运算基本

性质以及其推广等都依赖于学生能够正确理解等号是等价关系的标记。学生对于等号的理解见表 3 [11]： 
 
Table 3.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qual sign 
表 3. 学生对等号的理解 

类型 概念 举例 意义 

操作型 将等号理解为需要计算出答案的一个指

示符号 
4 6+ =  “=”用来指示要计算出答案 

关系型 将等号理解为两个数量或表达式之间在

数学上等价的指示符号 
5 8 6+ = +  “=”用来表示等式左右两端的等量关系 

 
研究发现等号的关系型理解对学生掌握和理解代数式有重要影响，若学生对等号的理解停留在算数

水平上，便会在理解和使用上产生问题。例如方程，其数学本质是为了寻求未知数，在已知数和未知数

之间建立一种等量关系，必须找到一种平衡关系。学生在学习方程时首先就要理解等号的意义，理解代

数中等号表达量的对称、平衡和传递关系，是一种显示相等的关系结构，一种相等、等价、同类和平衡

的状态。在解方程时，部分学生没有建立等号的代数意义和代数变换原则，不理解去括号和去分母的原

理，分不清“移项”和“系数化为 1”的运算差异。例如在代数学习中，近半数的学生对 

( )
2

23 2
2 3
x y x y − − 

 
= 的计算过程认为是正确的，没有掌握方程中等号的结构性和对称性[12]。教师应引 

导学生从算术水平拓展等号的含义和提升对等号的理解，理解等号这个认知对象的意义和等号应有的平

衡关系。 
(四) 代数式运算的特殊性 
代数式是数的进一步抽象化。代数式可以代替数字进行抽象运算，化简运算难度。算术运算和代数

运算的根本区别在于算术运算是过程性的，目的是为了求出算式的结果；而代数运算是结构性的，具有

过程和结果双重性。例如当我们说“一个数的二倍与另一个数的和”时，心理反应是一个算法过程，而

看到 2a + b 时，除了反应为一个算式，也同时反应为算式的结果，即表达式本身，一个实体[9]。 
在解文字题或应用题时采用算术方法与采用代数方法所考虑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这是学生学习算术

过渡到学习代数的一个关键问题。首先，思考的目的是不同的，在算术中，学生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样

的运算；而在代数中列方程时要先把问题情景和量的关系用符号表示出来，不是先考虑解法。其次，在

选择什么样的运算时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4 加上一个数的 3 倍，和为 40，求这个数”，在算术中，

学生选择逆运算，题中讲“3 倍”，则算法选择“除以 3”，题中讲“和”，算术中要用减法，由此得到

( )40 4 3− ÷ ；而在代数中设定 x 表示所求的数后，根据题意可得 4 3 40x+ = ，两种思考方式刚好不同，且

列代数方程式的方法可能更直观[9]。其次，在代数运算中有一些独特的运算方法，如换元法，在求函数 

( ) 1 sin 2
2 3

f x x π = + 
 

的单调递增区间时，利用换元法令 2
3

t x π
= + ，此时得到函数为 ( ) ( )1 sin

2
f t t=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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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学习过正弦函数的单调性的基础上可知 2 2
2 2

k t kπ π
π − ≤ ≤ π + ，代入 2

3
t x π
= + 可得 

2 2 2
2 3 2

k x kπ π π
π − ≤ + ≤ π + ，求出 x 的取值范围即为原函数的单调递增区间。通过换元的方式对于这种题 

目进行求解，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原本看似较为复杂的题目变得简单，答案也就更容易解出来。 
(五) 代数式结构的特殊性 
结构是代数最基本的方面之一，弗赖登塔尔指出“结构是从语言表达抽象出来的一种形式”。表 4

中凯伦(1989)把结构分为表面结构和系统结构两个层次： 
 
Table 4.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qual sign 
表 4. 凯伦对结构的分类 

层次 概念 举例 意义 

表面结构 由不同的项、不同的运算构成

的一种代数表达形式 
a b+ ， 

( )3 2 1 5x x− + + =  
反映了不同的数量关系，涉及如

何进行符号表示的问题 

系统结构 源于数学系统内的运算性质 
( )3 2 1x x− + + 分配律 3 2 2x x− + +  

合并同类项 2x− +  
交换律 2 x−  

涉及如何进行符号运算的问题 

 
方程集字母、代数式、等号于一身，集中体现了代数概念的过程和对象，程序与结构的二重性。方

程的结构既包含了等量关系，又包含了代数式的运算结构和等式变形的结构[9]。在学习平方差公式后， 
学生看到 ( ) ( )2 25 5x x− + 可以将 ( )25x − 和 ( )25x + 分别视为一个整体，识别出整体的平方差结构并利用平

方差公式进行因式分解；再者，对于 6 4 824 150x y x− ，可先提取公因式得到 ( )6 4 86 4 25x y x− ，再将 6 44x y

和 825x 看作单一整体，易发现是 3 22x y 的平方和 45x 的平方之差，便可使用相应的平方差公式。例如求

函数 ( ) ( )sin 1 0 2
3 2cos 2sin

xf x x
x x
−

= ≤ ≤ π
− −

的值域，教师可引导学生利用代数式的结构将函数表达式变形

为 ( )
( ) ( )2 2

sin 1

sin 1 cos 1

xf x
x x

−
=

− + −
，那么由三角函数定义可知该表达式表示终边过点 ( )sin 1,cos 1P x x− −

的角α 的余弦值，该点轨迹方程为 ( ) ( )2 21 1 1X Y+ + + = ，由图可知
32 ,2
2

k kα π ∈ π + π π +  
，k Z∈ ，因此，

[ ]cos 1,0α ∈ − ， ( )f x 的值域为 [ ]1,0− 。从算术到代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从程序到结构，从程序到 

结构也是代数学习认知中不可或缺的过程。相对数的加减乘除二元运算的封闭性，代数式二元运算的封

闭性相对较弱，但另一方面，代数式结构具有更多表现形式，在解题上相比于算术有更大的空间。 
(六) 代数思维的特殊性 
算术思维的核心是获取一个(正确的)答案，以及验证这个答案是否正确；而代数思维是关系的或结构

的，目的是发现(一般化的)关系或结构，其核心是一般化的思想，并把它们联系起来建立模型，进行证明

或交流[9]。因此，从算术思维向代数思维的过渡中，学生的思维层次要经历从逆向到顺向，从只允许已

知数参与运算到把问题表示为含有未知数的等式，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代数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是去情境的、形式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无法依赖直观的。 
学生在学习平方差公式 ( )( ) 2 2a b a b a b+ − = − 时，若没有整式、分式、多项式和单项式等知识的学习

作为基础，学生理解该公式时易具有较大挑战性，大部分学生只能在形式符号水平上，根据死记硬背符

号运算法则从而按部就班代入推导得到所求的结果。同样，学习基本不等式 2 2 2a b ab+ ≥ 时，如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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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识到代数可以表示整体，便很难考虑到 2 22 0a ab b− + ≥ ，即 2 2 0a b− ≥ ，更不能理解和证明所学

的基本不等式。 
例如一个长方形的长为 a 尺，宽为 b 尺，问其周长是多少？很多学生通过运算得到答案 ( )2 a b+ ，

但是却并不认为自己得到所求长方形的周长，这是因为在代数学习初期，很多学生还停留在算术思维，

认为含有运算符号的式子是一种运算，并非运算结果，学生较难从算术运算跳出来发现代数运算的特殊

性。 

又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 )

( )

2021 2 2
3

20213 3
3

x y y

y x y

 − + =

 − − =


，本题在考察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求解，需要学生能够观 

察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算式结构，能够有代数思维并发现把 ( )x y− 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运算求解最简单。即

把 ( )x y− 当作整体，将两个方程进行加法运算求得 1y = ，把 1y = 代入任意一个方程可以得到 1x = 。代

数思维有助于学生更加直观地观察题目，更加简便快速的作出答案，有助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七) 代数推理的特殊性 
推理能力是初中阶段应着力发展的核心素养之一。《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第四学

段新增了“了解代数推理”的内容要求[13]。提出了数与代数领域也有推理或证明，阐释了代数问题与几

何问题论证路径的一致性。 
史宁中教授认为代数推理就是通过简单的归纳、类比得到初步的结论后，通过法则的运用，感悟从 

一般到特殊的推理过程[14]。例如，若 a、b 互为相反数，根据代数推理可得 1a
b
= − 。因为

1 1
1
−

= − 、
2 1

2
−

= − 、

3 1
3
−

= − 、……所以， 1a
b
= −  [15]。已知集合中元素个数为 n 个，该集合子集的个数为 2 1n − 。鲍建生教 

授认为代数推理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推理，这些规则包括各种运算法则、公式、限制条件、判定条件等[16]。
2021 年江苏高考题设 1 2,x x 是关于 x 的方程 2 3 0x x k− + = 的两个根，且 1 22x x= ，则 k = ?。本题与几何中

三段式推理过程完全一致，是典型的演绎推理，即从一般性原理出发，推出某种特殊情况下的结论。学

生能根据已知的根与系数的关系(大前提)，得到 1 2 3x x+ = ， 1 2x x k= 并结合题目已知条件 1 22x x=  (小前

提)，可得到 2k =  (结论)。类比推理的关键是分析未知与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具有的相似特征，然后猜想

其解题方法和解题思维上的类似之处。已知实数 ,x y 满足3 5x y− = ，2 3 7x y+ = ，求 4x y− 和 7 5x y+ 的

值。利用代数整体的思想对已知的两个代数式进行加减，一式减二式可得 4x y− 的值，一式加二式可得

7 5x y+ 的值[17]。代数的整体性思想也体现了代数结构的独特性。 
代数推理的存在使得数学具有丰富的逻辑和清晰的过程，代数思维具有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的作用。

已知函数 2 2 3y x bx= − + ，b R∈ ，若当 [ ]1,2x∈ − 时，函数有最小值为 2，求当 [ ]1,2x∈ − 时，函数的最大

值。本题要求给定的自变量 x 取值范围 [ ]1,2− 中的函数最大值，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已知可得 

函数图像开口向上，根据
2
bx
a

= − 可求出对称轴为 x b= ，且函数在对称轴 x b= 的左侧单调递减，在右侧 

单调递增。其次，要求给定区间最大值，学生应该首先要分析函数在区间上的单调性，又因为一元二次

函数对称轴两部分的单调性相反，故能够想到要分析对称轴和给定区间的关系，分为对称轴在区间左侧、

在区间右侧和在区间中三种情况，此处很多学生在分析单调性时会忽略分类讨论，教师要进行及时观察

和必要的引导。第一种情况，当对称轴在区间左侧时，b 小于等于给定区间的左区间−1，此时区间 [ ]1,2−

在对称轴右侧，函数在 [ ]1,2− 上单调递增，当 1x = − 时函数有最小值，根据已知最小值为 2 代入代数式

得 1b = − ，得到函数解析式，因此当 2x = 时函数有最大值且求得最大值为 11。第二种情况，当对称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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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右侧时，b 大于等于给定区间的右区间 2，此时区间 [ ]1,2− 在对称轴左侧，函数在 [ ]1,2− 上单调递 

减，当 2x = 时函数有最小值，根据已知最小值为 2 代入代数式得
5 2
4

b = < 不合题意舍去。第三种情况， 

当对称轴在区间内时，b 大于给定区间的左区间−1，b 小于给定区间的右区间 2，此时对称轴子区间 [ ]1,2−

内侧，函数在 ( )1,b− 上单调递减，在 [ ),2b 上单调递增，当 x b= 时函数有最小值 2，解得 1b = 或−1，经

检验 1b = − 不合题意故舍去，代入 1b = 得到函数解析式，当 1x = − 时函数值为 6，当 2x = 时函数值为 11。
结合上述三种情况可知当 [ ]1,2x∈ − 时，函数的最大值为 11。上述题目所体现的代数推理能力和代数思维

是代数式相比于数的独特性的典型，代数推理体现出的数学逻辑性将源源不断地推动学生数学能力的提

高。 
(八) 代数意义的特殊性 
内涵方面对于代数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相对于知觉而言，学生在掌握符号的不变性方面会遇到

很多困难。代数意义生成的不同方法已经被再概念化了，拉特福德认为学校代数意义生成于“不同符号

的数学系统和非数学系统的交叉处”。他提出学校代数意义源于三个主要源泉：① 源于数学内部的意义

(源于代数结构本身的意义，涉及字母——符号形式；源于多元表征形式的意义)；② 源于问题情境的意

义；③ 源于数学外部(问题情境)的意义(如语言活动、手势和身体语言、隐喻、生活经验、图形建立等) [11]。 

4. 结语 

早期研究中将代数看作是概括的算术，认为代数意义衍生于其数字基础。但随着代数本身的发展，

或者说扩张，代数已经离数字基础日趋遥远，代数中解释记号和符号的方法与算术中的解释方法已是相

当不同，更不要说在结构、运算、思维、推理以及意义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数的运算、思维、推

理和意义的大不同。显然，字母表示数以后，数学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不仅可以用字母表示运算法则、

运算律以及计算公式；也可以用字母表示现实世界和各门学科的各种数量关系，并且用字母表示数使得

便于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并确切地表示出来。这种自由，一方面带来了极大便利，

同时也对理解代数式带来极大挑战。正如前面所介绍，学生在从算术到代数的学习转变过程中要调整许

多符号和记号等概念的意义，达到从具体到一般的思维飞跃，并在一般意义上通过推理研究对象的关系

与结构，把握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实现从数到代数的思维飞跃，获得代数意义，发展自身的

代数应用意识及初步的代数应用能力。如果在教学中只将注意力放在数式一致性上，就会模糊数与代数

的区别，使得学生难以真正掌握代数的特殊性。 
在数与代数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问题情境–建立模型–解释、应用与拓

展”的过程来进行。教师在“数与代数”教学中可以运用数与形的转化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可以

利用转化思维帮助学生实现数学知识由抽象、复杂向直观、简单的转化。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提供充分的

正反实例以帮助学生建构代数概念；提供多种学习经历和学习任务使学生体验从文字到符号的过程，有

效掌握符号的代数意义。在解题时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培养学生代数思维和代数推理能力；

让学生在实际、具体的数学活动中体验和应用数与式，重视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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