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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义务教育课标》)和《普通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普通高中课标》)的基础之上，进行综合研究。主要

研究在中学数学课堂上，数形结合思想在数学课堂上的地位与作用；应用策略以及实际应用。最终达到

教师应用数形结合思想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数学知识概念、优化解题过程、改进教学场景、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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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basi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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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 Standards) and ordinary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2020 
revis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rdinary High School Cur-
riculum Standard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combining the thought 
of number and form in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 applic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al appli-
cation. In the end, teachers can guide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optimize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improve the teaching scene,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mobiliz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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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在 2022 年颁发的《义务教育课标》中提出了初中阶段的核心素养包含抽象能力、几何直观、

空间观念等[1]；在 2020 年颁发的《普通高中课标》中也提到了核心素养，包含数学抽象、直观想象、数

学建模等[2]。表明中学阶段的数学课程具有抽象性高、逻辑性强的特点，倘若能将原本复杂、抽象的知

识借助数形结合思想化抽象为直观，就能够极大地降低学生掌握数学的难度。所以，教师如何教好、学

生如何学好数形结合思想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数形结合思想是一种把数学符号与几何直观图形进行结合的思想，其原理是将其复杂、抽象、不易

掌握的数学符号语言转换成为简单的几何图形，或把原本抽象的几何图形转化为易懂的数学符号语言，

从而引导学生能够从多个视角来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循序渐进地把数形结合思想渗透到

教学内容中，有利于引导学生把数学符号和几何图形进行有机融合，不仅能有效地降低学生学习数学的

难度，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与处理数学问题的综合能力，从而使学生对数学知识有更深入的认识。 
数与形是数学中两个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数与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变，化繁为简，

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被我们称为数形结合。数形结合思想的研究在数学家笛卡尔创建了

笛卡尔坐标系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原理是将代数与几何通过坐标系联系在了一起，在现在的中学数学

里被称为解析几何。中学阶段的教学可以划分为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在初中教学阶段，数形结合思想

在学生学习完全平方公式这个知识点时尤为突显，通过图像来理解公式，是强化数形结合思想的一个转

折点；在高中教学阶段，数形结合思想在三角函数章节再一次被提出，通过对三角函数图像、方程和性

质的学习，进一步揭示形与数之间的关系，也为未来学习直线、圆锥曲线、空间向量与立体几何等相关

知识埋下伏笔。 

2. 数形结合思想在中学课堂的地位与作用 

数形结合思想在中学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开始是以数为概念的形成

和发展，再到微积分的出现以及现代数学的各类分支学科的产生，最为突出的就是解析几何，是数形结

合的典范[3]。其中，形与数两者是贯穿整个中学数学教育的两条主干内容，在中学数学领域里有着不可

撼动的地位，几乎每一位数学教师在讲解函数、几何等相关内容时都会提出数形结合的观点。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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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思想所发挥的作用除了能有效地降低解决数学题的难度，还能帮助学生提高解决各类问题时从多维度

进行思考的能力。可想而知，数形结合思想在中学数学课堂上的地位之高，作用之大。 

2.1. 数形结合思想在中学课堂的地位 

在中学数学的课堂教学上，任何一位数学教师都不可低估数形结合思想的地位。无论是初中阶段还

是高中阶段，数学符号与几何图形随处可见，将它们进行有机融合转化，以此来对数学知识规律特点做

出细致透彻的分析[4]，将其涉及到的数学知识点能够更加具体、直观地表示出来。作为数学常用思想之

一，其完美地契合了中学生的感知特点，在课堂上巧妙应用数形结合思想，除了能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同时还能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自我效能感。数学教师在课堂实际授课时，若能够

将数形结合思想有效地渗透进去，不仅有助于学生精准、高质量地解答三角函数、空间立体等问题，还

能有效降低学生掌握困难的数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2.2. 数形结合思想在中学课堂的作用 

学习和理解数学教材中的定义，是学生打好基础的关键，只有在基础稳固的情况下，才能对数学知

识有更深层次的探究，掌握其规律和内涵[5]。但在实际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却有部分以文字叙述的概念，

过于抽象的概念会使学生难以理解知识点，导致学生难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而应用数形结合思想却能

够有效降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使原本复杂的问题能变得通俗易懂，也能更好的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充分了解学生，也需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的分析。针对部分高度抽象化的内容，教

师应巧妙的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对数学知识点进行梳理，使学生扎实掌握上述内容。以椭圆的定义为例，

椭圆是平面内到两个定点 F1、F2 的距离之和等于一个常数(大于 F1F2 )的动点 P 的轨迹，F1、F2 称为椭

圆的两个焦点[6]。对于这个定义，大部分学生会感觉到抽象且空洞，这时，教师可以根据椭圆的定义，

找一块木板，在木板上找两个点 F1、F2 钉入钉子，将一根长度超过这两个点直线距离的线的两端点固定

在 F1、F2 处，随后用一支笔绷住线，以笔尖、F1、F2 为各个顶点构成三角形，笔尖走完一圈后，画出

椭圆。利用数形结合思想，可以促进学生深入地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点，培养学生分析、探索、解决数

学问题的能力。 
不仅如此，在数学高考题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有关方程零点的问题，若巧妙且灵活地应用数形结合思

想，不但能提供不一样的解题思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解题难度。以 ln 1 0x x+ − = 为例，它是

一个超越方程，用一般的解题思路发现无法解答，现在需要我们转变一下解题思路，即可轻松解决这类

问题。将原方程移项，得到方程 ln 1x x= − ，分别令 ( ) ( ) 1lnf g xxx x= = −、 ，然后利用数形结合思想，可

将方程解的问题转变为函数图形的交点问题，能更加直观、简洁的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利用二分法也

能解决这类问题，但相较于前面那种方法，它不够直观且花费的时间较长。最终显而易见的是，

ln 1 0x x+ − =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超越方程，通过数学直觉可以发现 1x = 是方程 ln 1 0x x+ − = 的实数解，

但并不是每一道题都能通过数学直觉进行解答，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将方程问题转化为函数问题才是绝

大多数考生的容易掌握的技巧。 

3. 数形结合思想的实际应用策略 

3.1. 数与形之间的相互转化 

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今说过一句话：“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所以“数”和“形”

两者经常能在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与联系，抽象的数量关系常常伴有形象且直观的几何意义，而直观的

图像性质也常常能用数量关系加以精确地描述，由此可见，“数”和“形”二者经常被数学家们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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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密不可分。在中学阶段，形与数之间的结合随处可见，两者能按照一定条件进行相互转化、互相沟

通，其主要表现在以数化形或以形化数。 
以数化形通常是将复杂的数学符号转化成比较通俗易懂的几何直观图形，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降低学

习难度。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二次函数图像与性质的时候，分别观察函数解析式与图像可以帮助学

生加快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二次函数的解析式为 2  ( 0)y ax bx c a= + + ≠ ，教师在分别讨论 0a > 或

0a < 时，可以引导学生画出具体的函数图像，利用以数化形的思想帮助学生掌握𝑎𝑎的取值与抛物线开口

大小、方向之间的关系，以便后面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将抽象的函数问题用直观图形表示出来，引导

学生对函数图像的观察，总结出函数图像的性质，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激发出学生的辩证思

维。 
以形化数通常是将复杂的图形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数学符号，以代数的方法和思想来解决几何的问题，

解析几何就用到了以形化数思想，在中学阶段最常见的就是把几何图形放在所建立的平面、空间或极坐

标系上，将抽象的几何问题转化成代数的问题进行解答，提高解题效率同时还能降低解题难度，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教师在课堂上若能巧妙地应用以形化数，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帮助

学生灵活地解决数学难题，对学生未来的思维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以 2021 年新疆高考理科数

学题为例，图 1 四棱锥 P-ABCD 的底面是矩形，线段 PD 垂直于底面 ABCD，PD 等于 DC 等于 1，M 为

线段 BC 的中点，且线段 PB 垂直于线段 AM。试着求线段 BC 的长与二面角 A-PM-B 的正弦值。 
 

 
Figure 1.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2021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paper no. 18 
图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1 年高考理科数学试卷第

18 题 
 
这道高考题完美的彰显了以形化数。面对这种经典的立体几何题，教师在讲解时，可以引导学生将

此题的解题方法用基本图形位置关系、定理与基本事实对比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的方式各做一遍，进行

参照比较，会发现若一个图形过于抽象，利用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的方法解题，不仅可以简化解题过程，

节省部分时间，还有利于激发学生在考场上的自信心。 
无论是以数化形还是以形化数，均是数形结合的一部分，充分地把数与形进行转化，能多方面激发

学生的数学思维与数学核心素养。教师在课上讲授数形结合思想时，应当注意例题的选择，利用好部分

经典例题，能给学生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这样不仅可以优化学生的解题步骤，还能提升对知识的进一步

理解，体会数学之美。 

3.2. 数形结合在多媒体技术当中的运用 

在中学教学阶段，将多媒体技术与数形结合思想进行有机结合，可以把部分数学知识具体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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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呈现出活跃、生动的中学数学教育课堂，还能够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7]。在讲解几

何与代数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合理的运用了网络与多媒体技术，能够表现出直观几何图形，将抽象化的

形式系统化，从而侧面突出数形结合思想的重要性。例如教师讲到平面解析几何章节时，会涉及到直线

与圆锥曲线位置关系，是高中数学的重、难点内容，大多数学习者不易掌握，但在实际教学场景中可通

过多媒体技术的使用，给学生们展示出精准的图像，以减少手绘所产生的误差，从而牢牢掌握知识点，

提高数学能力。 
课堂教学场景中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求知欲是一个难点，但教师若能熟练地使用几何画板作

图，可以博取眼球，勾引起学生的好奇心。以平方差公式 2 2( )( )a b a b a b+ − = − 为例，教师可以运用数形

结合思想，将图 2 利用几何画板做出动态图形，用几何的方式来证明平方差公式的成立，无论是从提升

课堂的活跃度还是学生学习效率的角度来看，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确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演示，

帮助学生掌握数形结合的应用，积极开展课堂交流互动，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堂，为学

生之后的学习、实际应用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Figure 2. Geometric derivation of formula for the difference of square 
图 2. 平方差公式的几何推导 

 
当前，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学体现“数”与“形”的数学教学思想是现代数学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

熟练的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进行数形结合的课堂教学，能够更有效地防止学生在学习中，发生图像丢

失或图形点面遗漏的情形。当然，运用多媒体技术也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地从教学内容特点

需求出发，并根据多媒体的特性来实施。 

3.3. 数形结合与生活实际的联系 

数学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为了进一步的引导学生揭示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间的密切联系，能更好

地将数形结合思想融入其中，优化与完善教学各个环节，教师可以把课堂上讲授的数学内容与生活实际

蕴含的数形结合思想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引领学生注意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让学生们了解数学并不是一

门简单而乏味的课程，而是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且生动有趣的一门课程。 
例如，在生活中患上感冒时，我们会测量体温和冲泡感冒药，测量体温用的温度计或温度枪，上面

会有数字显示；冲泡感冒药会用刻度杯，测量倒入了多少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导航系统，也是

将图像和距离结合在了一起，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简单的数形结合。对此，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引出这些

生活实际例子，让学生发现数形结合思想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进行启发式的深度教学，激发出学生的

学习兴趣，同时也能使学生更加热爱生活，仔细的观察生活中一点一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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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学数学课堂上应用数形结合的注意事项 

首先，数学教师要对中学数学的教学内容特点做出思考。中学阶段的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再加上

逻辑推理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从而导致学生的认知水平无法得到足够的提升，并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也极易引发学生对中学数学知识的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在以往的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会强调

数学的思维能力，但很少会对如何灵活应用直观图像进行思考，从而导致学生难以高效、轻松地掌握所

学的知识内容，也极易陷入到一种比较机械化的学习状态，不懂得灵活变通，出现解题思路单一的情况。 
对此，为了能全面激发出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提升教师的授课效率，数学教师应加强对数形结合

思想的灵活引用，为学生将来深入专研数学学科奠定下良好基础。经研究发现，中学生在小学教育阶段

所学的几何与代数知识大多相较容易，有迹可循，但中学教育阶段的代数、几何知识却相对抽象化，需

要一定程度的想象力，并着重强调学生做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所以，为了达到教学目标，教师在课

堂教学上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更加灵活地应用数形结合思想，把代数问题与几何图形问题进行相互转化，

将实质性的问题更直接地表现出来，以便于更有效地解决各类数理问题。这样既能够激发出学生对学习

数学的兴趣，也可以更进一步促使学生意识到中学的数学知识相比于小学的数学知识更加富有挑战性，

以便于全身心投入其中。 
以最近几年的数学高考为例，高中数学的教育教学在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特殊背景下，每年的高考

题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灵活性、思辨性与多样性，常常联系生活实际。特别是目前所新出现的生活情景题、

实际应用题等等一系列，都是对学生基础知识能力的一种全新化综合能力考察。但不管怎么变革、创新，

回归本质而言，其绝大部分考查的重点内容都是紧密围绕着数形结合的知识点展开的。所以，在平日的

课堂教育教学活动中，数学教师要注重与不同的知识点进行合理连接，除指导学生要正确地掌握符号语

言以外，还要训练他们对图形语言的基本理解，并培养出具有对数与形的转换能力，以此达到能熟练掌

握对数形结合思想的正确运用目的，以便在高考考场上应对数学题时做到游刃有余，从而获得更理想的

成绩。 
但目前中学数学课堂上关于对数形结合思想进行教与学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因为在实际授课中如

果无法进行有针对、有计划的讲授，便难以将数形结合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来。以实际的课堂教学为例，

教师在进行从数到形或从形到数的变化时，若过程比较浅显，不能很好地把重点内容彰显出来，结果将

增加学生非必要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与教师的教学初衷背道而驰。与此同时，若部分数学教师的基

本能力不达标，出现不能正确、熟练的运用多媒体技术，无法为问题的解决、说明提供有力支撑，最终

也极易造成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绘制图形产生较大误差的情况。 
并且当前针对社会大环境下的一个教学情况，注重中学阶段的升学率，导致部分在一线的数学教师

轻视对数形结合思想的教学，在讲解的过程中潦草带过，并将其单纯地视为一种解题方法，随后便开始

引导学生展开练习，结果便是造成大多数学生无法真正地掌握数形结合思想的内涵，提高不了数学思维

的境界，并对未来进入大学学习数学起到了反噬作用。因此，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理应充分关注数形结

合思想，老师们应当不断地累积教学经验、开拓创新教学方法，对数形结合思想进行灵活教学，提高基

本功底；而学生们可以通过持续地开展头脑风暴活动，提高对数形结合思维的运用，增强自身创新能力，

不要产生学生只知其形，不明其意的状况。另外，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内容

入手，把握契机，循序渐进地强化学生的空间想象力，逐步深化对数形结合思想的理解，为提升数学能

力奠定良好基础。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数形结合的理论指导下，教师应能够引导学生有效地优化和完善解题过程，提升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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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综合理解能力，与此同时，培养学生完善且灵活的数学思维，既减轻学生掌握数学的难度，又促进

学习效果和解题效率。随着新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的推行，教师在实际授课中，为保证学生在掌握基本

数学知识的同时又能愉快学习，教师在备课时可以以数形结合思想为教学理论基础，并由此来构建更生

动的数学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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