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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和构建思维体系的关键时期，平面几何又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不可或缺

的一个知识板块。本文以研究平行四边形为例，将思维过程可视化，利用迁移规律，帮助学生构建逻辑思

维系统和知识结构体系。本文提出了几点教学启示：1) 思维可视，构建体系；2) 新旧联系，促进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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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build a thinking system. Plane geometry is an indispensable knowledge block for cultivating stu-
dents’ thinking 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study of parallelogram as an example, visualizes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uses the law of migration to help students build a logical thinking system 
and a knowledge structure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teaching inspirations: 1) Visualize 
thinking, building a system; 2) Connecting old and new to promote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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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标要求教师在教学核心理念上初高中要有衔接，但当前很多学生的学习掌握还是停留在单一知

识点的层次上，即俗称的“碎片化知识”[1]。由此可见，构建几何图形知识体系尤为重要。邱冬、王光

明提出了“示以思维”这一观点在《平面几何教学的新视角——“示以思维”》中，将逻辑性思考的流

程创建成系统，并将此思想过程可视化，这种“示以思维”的方法将有助于学生构建数学逻辑思维框架

[2]。思维可视化即呈现出思考过程，将抽象的思维呈现出来，通过可见的图示或实物等形式将那些隐藏

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几何图形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利用几何图形间的内在联系，并运用迁移

规律来组织教学，构建完整的几何图形知识体系。本文将以几何图形中的平行四边形为例，将思维可视

化，运用迁移规律，构建平行四边形的思维体系与知识体系。 

2. 四边形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 

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中，关于平行四边形的内容贯穿于整个义务教育时期，每一时期均有

不同的侧重点(见表 1) [3]。有关平行四边形的知识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具有一定逻辑性的，如先辨认及了

解平行四边形，再理解其概念，研究其性质；研究完平行四边形，接着研究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由一般

到特殊，符合迁移规律，迁移是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联系是迁移的基础，因为只有互相有关联的

知识之间才能互相产生影响，联系越紧密，迁移量越大。 
 
Table 1. Quadrilateral course content 
表 1. 四边形课程内容 

学段 四边形课程内容 

第一学段 
能辨认平行四边形； 
会用平行四边形拼图； 

探索并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公式。 

第二学段 通过观察与操作来认识和了解平行四边形； 
研究和掌握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 

第三学段 
理解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以及正方形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 

了解四边形具有的不稳定性； 
探索并证明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及正方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 

3. “思维可视化”的平行四边形研究 

在“示以思维”的平面几何教学方法中，探究平面几何问题的一个整体思维过程：先了解研究对象

的背景，再抽象研究对象的概念，进而对研究对象加以分类和性质探究，最后建立一个学习几何图形的

思维体系[2]。依据“示以思维”，本文明确了探究平行四边形的思维过程，给教师在平行四边形的教学

中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也有助于学生建立逻辑思维体系，为学生在平面几何学习中发生迁移奠定一定的

思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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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了解平行四边形——背景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荷兰的斯蒂文在《静力学基础》中指出力的分析和形成的原

因，后来得出了平行四边形定则，将其运用到物理学中。关于平行四边形的数学背景，和三角形相似，

平行四边形同样也是基本的几何图形之一，平行四边形就是在原三角形的基础上多了一条边。作为中学

里最主要的几何图形之一，平行四边形的学习对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等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3.2. 抽象平行四边形——定义 

下定义就是给出平行四边形本质特征确切的描述。平行四边形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组成要素之间的

关系。通过分析生活中典型的例子，来观察、归纳出它们共同的性质，然后抽象概括出平行四边形组成

要素之间的关系，接着用数学语言、符号、图形来表述，这就抽象出了平行四边形的定义，也就是为平

行四边形下了定义。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平行四边形的组成要素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

怎样的？当学生看到平行四边形的时候，就会得出是由四条线段组成的，而这四条线段就是平行四边形

的组成要素，接着观察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位置关系，也就是对边平行；大小关系，即对边相等，

而这些最基本的关系也就确定了平行四边形的基本概念。 
知道怎样思考给平行四边形下定义之后，在之后学习特殊的平行四边形时，学生就能够将这种方法

迁移到给矩形、菱形、正方形下定义。例如，给矩形下定义，观察矩形的组成要素有边、角，边之间有

平行关系、垂直关系，然后观察到有四个特殊角，学生先会得出“邻边垂直，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矩形”

的概念，这时候，老师可以让学生联想平行四边形的定义，让学生在平行四边形的基础上抽象出矩形的

概念，区别于前面所学的平行四边形，矩形的边是有垂直关系的，所以，可以让学生在平行四边形的基

础上自行类比出矩形的概念“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叫做矩形”。同样，可以运用类比迁移给菱

形、正方形下定义。最后，用思维图表示几种图形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将思维可视化，帮助学生构

建知识体系(见图 1)。 
 

 
Figure 1. Quadrilateral knowledge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四边形知识结构图 

3.3. 理解平行四边形——分类与性质 

定义反映的是最基本的关系，如果我们研究几何图形只限于组成要素的关系，对它的了解就只会流

于表面，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观察它的相关要素。性质研究就是研究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仅

要研究组成要素的关系，相关要素间的关联，还得研究组成要素与相关要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首

先研究构成要素内部的相互关系，经过对边、角的度量与证明，就可得到“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

“对角相等”等这些特性，然后再深入研究相关要素间内部的关系，其相关要素有对角线，通过对对角

线的研究，可以得到“对角线相互平分”这一特性。接着通过对边、角、对角线的研究，就可以得到特

殊平行四边形的一些特性，例如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对角线相等”；菱形的“四条边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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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并且每一条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因为正方形既是矩形，也是菱形，所以既

具有矩形的性质，也具有菱形的性质(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properties of quadrilaterals 
表 2. 四边形性质对比表 

 边 角 对角线 

平行四边形 对边相等 对角相等 互相平分 

矩形 对边相等 四个角都是直角 相等且互相平分 

菱形 四条边都相等 对角相等 互相垂直且平分 
每一条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 

正方形 四条边都相等 四个角都是直角 综合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的对

角线性质 

 
了解平行四边形的背景；通过研究平行四边形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对平行四边形下定义；而通过对

组成要素、相关要素的关系研究，可以获得平行四边形的有关性质；从而形成一个思维体系。再将这种

思维体系迁移到矩形、菱形、正方形的学习中，整理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知

识体系。同样的，在后面圆的研究中，也有着相似的思维逻辑，咱们就可以把这种思维模式类比迁移到

后面其他图形的学习中去。 

4. 教学启示 

4.1. 思维可视，构建体系 

思维可视化就是呈现出思考过程，将抽象的思维呈现出来，思维过程体现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就数

学学科而言，通过可见的图示或实物等形式将那些隐藏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就是思维可视化。示以思维

之道，有助于学生建立学习一类知识的基本思维体系。依据“示以思维”，首先了解平行四边形的背景，

也就是为什么要学平行四边形这个图形，对它有个初步的认知与了解；然后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定义，

通过研究平行四边形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来得出其概念；接着对平行四边形进行分类和性质研究，通过

研究平行四边形的组成要素以及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其性质；最后形成学习平行四边形的思维体

系。形成这种思维体系之后，可以类比迁移到矩形、菱形等图形的学习中，最后将所有四边形联系在一

起，形成完整的逻辑思维体系与知识体系，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表格等形式进行知识体系的构建。

这样整个思维可视的过程有利于学生知识脉络的完整建构，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4]。 

4.2. 新旧联系，促进迁移 

迁移，简单来说就是新旧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在整个教与学

的过程中，迁移现象都贯穿于其中。联系是迁移的基础，因为只有互相有关联的知识之间才能互相产生

影响，联系越紧密，迁移量越大。利用迁移规律，对学生构建知识结构体系非常有利。在学习新知时，

可以联系旧知，类比旧知，学生能够更快地进入新知的学习，也能巩固旧知，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容易让

学生心中有知识结构体系。几何图形之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教学几何图形时，应该利用迁

移规律，使学生对某一块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能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通过思维可视过程来研究

平行四边形后，教师引导学生形成一套研究几何图形的思维体系，在之后的教学中，利用迁移规律，可

以类比迁移到矩形、菱形等图形的学习中，最后将所有四边形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逻辑思维体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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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5]。在学完一个章节后，教师要及时同学生进行总结归纳，帮助学生联系各个知识点，构建知

识体系，让学生头脑中有完整的知识框架，帮助学生感悟数学思想方法。 

5. 结语 

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和构建数学思维体系的关键时期，了解平行四边形的背景，抽象

平行四边形的定义，对平行四边形进行分类及性质研究，最后形成一个思维体系。接着通过迁移，用同

样的思想方法研究其他图形，帮助学生形成逻辑思维体系，构建知识体系，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够整体

把握某一块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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