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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图，小学数学解题之法宝 
陈秀莲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和溪中心小学   363604) 

摘要：小学数学是一门逻辑性、严谨性以及抽象性均较强的学科，对小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水平要求较

高。但受到年龄的限制，小学生在面对较为复杂的数学题时，常常没有思路、一头雾水，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作为教师，可借助画图的形式，帮助小学生梳理题意，以提高

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数学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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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图法是指小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数学概

念、条件、数量关系等以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以

降低解题的难度。这样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可

以画图的形式，将抽象的计算题、几何题以及应用

题等直观化，以在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基础上，

提高小学生的数学水平与能力。 

一、在低年级计算中运用画图法 

计算贯穿于小学数学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计算能力，才能进行综合题型的

解答。但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注意力

集中的时间较短，枯燥的计算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致，

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

运用画图法，激发小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他

们计算的速度和准确度。 

例如在教学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学习《认识除

法》部分内容时，课程标准要求小学生初步理解除

法的含义，知道除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并能进

行熟练地计算。这样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可出

示 24÷6、8÷2、12÷6 等算式，并借助多媒体创设

具体的场景，布置小学生根据实例进行画图，即同

学们要种 24 棵树，每行种 6 棵，可以种几行，在画

一画的过程中，小学生能快速得出 24÷6=4。有人

说学生学过乘法口诀了，做这样的题目为什么还要

画图呢？虽说依靠乘法口诀四六二十四，小学生也

能得出 4 的答案，但因为是以机械记忆为主的，他

们并不能理解除法算式的真实意义。而学生在画图

的过程中，能感受被除数与除法的关系，每行种 6

棵的现实情境能直接展现在学生的眼前，伴随着画

的过程，学生逐渐明了总棵数越来越少，而且每次

都是少 6 棵，画了 4 次的时候，24 棵数就种完了，

结果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让学生在画图中明理，

而不是机械去记忆，培养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

发散思维。同理，在面对其他算式时，教师也可借

助具体的场景，引导小学生自己动手画图，以促使

他们对数学课程产生强烈的探究兴致。 

总之，小学低年级小学生喜欢涂涂画画，在画

图的过程中，能丰富他们的认知，促使他们深入理

解数学算式的内在含义，从而能使他们在知其然的

基础上做到知其所以然，使得教学效果较为显著。 

二、在几何题中运用画图法 

小学生正处于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

过渡的阶段，教师如果一味地从字面分析几何图形

的周长、面积等，小学生的理解较为片面化，做不

到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可借助画图法，使小学生豁然开朗，以达到“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例如在教学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学习《长方形

和正方形的面积》部分内容时，有如下题目：从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的长方形纸上，剪下一个最大

的正方形，正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剩下图形的面积

又是多少呢？小学生在分析题意时，因题目并没有

告诉所剪下正方形的边长，导致他们没有思路，此

时教师可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最大”到底是什么意

思呢？能否借助图的形式来画一下呢？通过自主动

手，小学生会发现正方形的边长最大为 20，即和长

方形的宽是一样的，这样“正方形的面积”就自然

而解了。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剩下的面积是多少？”

教师继续引导学生观察自己所作的图，看看有什么

发现？学生经过思考与小组讨论，能在图上发现剩

下的图形是一个长方形，找出长和宽就可以求面积

了。也有学生说只要说原面积减去剪掉的长方形就

可以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结合图形都可以轻易地解

决。我们还可以改编题目“现有长为 10 米，宽为 5

米的长方形农田，选出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地种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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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的周长与面积是多少呢”中，该题与例题有异

曲同工之妙，小学生得出的结论是否依然适用呢？

通过画图，小学生能掌握一类题目的解题步骤，从

而能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数无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在

几何题中运用画图法，能帮助小学生找到题目中隐

含的条件，可使他们快速获取问题的答案，从而有

助于他们建构起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 

三、在应用题中运用画图法 

目前，很多小学生对应用题充满了畏惧心理，

解题效果不理想。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

在教学中也多以题海战术为主，导致小学生为了做

题而做题，应付的心理较为明显。为此，在新课改

下，教师应借助画图法，帮助小学生树立起数学课

程学习的自信心，以促使他们获得一定的成就感。 

例如在教学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学习《认识分

数》部分内容时，有如下应用题：小强和小明吃了

一整个西瓜，小强吃了整个西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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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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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克，他们俩谁吃的多呢？很多小学生在读完题目后，

表示无法判断，因为分数和具体的质量是没法对比

的，但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此时教师可要求小学生

画出如图所示的线段图，由于他们两人合吃了一个

完整的西瓜，因此小明吃掉的是整个西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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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一目了然。 

  

同理在题目“有两根绳子，第一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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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第二

根长
6
8 米，哪根绳子长？长多少米？”中，小学生也

应在仔细读题的基础上，画出线段图，以防止漏掉

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导致不必要的错误。 

总之，小学数学应用题对小学生的数学综合能

力要求较高，涉及到的变式题也较多，小学生稍不

留意就容易掉进陷阱，得出错误的答案。因此，教

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小学生仔细读题、认

真画图，以不断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 

综上所述，掌握一个解题方法，比做一百道题

更重要。这样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应该注重解

题方法的传授，并鼓励小学生自主画出示意图、线

段图等，以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为他们

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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