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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新课标将数学学科标准从“两个基础”转变成“四个基础”，在基本学识和基础技术上加强了基础思维和

基础行为的教育。“数”和“形”是高中数学教育里不可或缺的东西，而数形结合的思维方式又是数与形相结合的路径，是高中数学的重点探

索目标。本文选择数形结合思维作探索对象，为实现数形结合思维更好的在高中数学教育中的完美融合， 大程度呈现出数形结合思维的重

要影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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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思想的重要地位 

数学思维古已有之，并非现代数学的结晶。翻开数学史，古希腊数

学与古代中国数学的发展体系较为完整，其对现代数学发展依然产生着

深远的影响，《几何原本》及《九章算术》两本数学著作，包含有极为深

奥的数学思想。 

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现代化、高端性的科学研究设备越来

越多，仅就数学学科而言，相关理论就早已呈现飞速增长的趋势。在旧

的理论观点、应试教学的中心目的的带领下，单纯依靠学生在课堂所学

的基本理论明显已不足以使用，故而将终身学习作为主要目标的系统取

代以课程理论构架为主导的理论体系也逐渐成为必然。 

2 数形结合思维的意义和基础 

数形结合思维是一种基础的初等数学思维，在数学这个定义刚产生

时，数形结合这一定义尚未被明确提出，仅是在少数的出版书籍中以文

字叙述的方式短暂出现，从而体现出相关的定义。“数形结合”第一次被

完整提出是在华罗庚先生的著作《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之

中，自此，数形结合就正式演变为一种数学定理，在数学领域相关书籍

中广为运用。 

  顾名思义，数形结合是把数字和具体的形态互相融合，其中数和

形在不同的方面加入了解便有不一样的定义。从广义上来说，所谓“形”

指的是三维空间中具体存在的客观物体，所谓“数”则能够当作探索和

钻研不同客观物体的相关方式；从狭义上来看，所谓“数”一般指数字，

而“形”则是指几何图形。关于数形结合的意义和探索，学术界历来都

有着不同的定义，因而迄今尚未能给予其到一个完美且能为学界所公认

的定义。 

3 数形结合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发现，数、形之间的互相转变给学生在数学定理

的学习上提供了一条捷径，在一些晦涩难懂的应用题中使用数形结合思

想解答，使得难题渐趋简单，不难看出，数形结合对于高中数学解题的

思路有着极大的帮助。但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在知识传授时提醒

学生注意解题细节，使用数形结合思想非但不能够使其变得简单，反而

会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在使用数形结合思维解题时， 直观有效的方法是“以形助教”，所

谓“以形助教”，指的是在较难的问题上，凭借图形的直观性特点和其关

联性来使问题简单化并得到完美解决。 

凭借图形来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具备画出对应图像的能力。教者在

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绘图技能的锻炼，尤其是那些出现频率

较高的函数几何图像，例如一次函数等。其它较难画的图像也要求学生

们学会并且能灵活运用，比如圆锥曲线类的图像，在这中间焦点、渐近

线的具体要求更加要求牢牢掌握。除此之外，还需教会学生拥有一定的

空间想象能力，教者应带领学生在平面之中画出空间上的立体图形，使

得能够在立体几何的二维图像中画出需要的辅助线和对应的坐标系，以

便于能够方便快捷的解决难题。 

当然，可以精准的画出所要使用到的知识牵连到的图形是解析几何

的基石，如果只做到这一步，却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正确解答。高中数学

题型一般趋向多元化，有时可能还要求对几何图形实现合适的转变，“鹦

鹉学舌”式的方法显然难以奏效。故而，教者需锻炼学生琢磨题目、提

高精准画图转变图形的能力。 

使用数形结合的思维来解题的确可以使学生在解题得技巧和时间上

更加方便快捷，但并非说是万能方法。因而在日常教学中，教者应该重

视带领学生利用坐标系来解决几何题，但依旧需要提醒学生牢固掌握相

关定理知识，打好基础才是 重要的。 

4 包含数形结合思维的教育理解 

从积极心理学层面来看，学生的学习无疑是积极的，学习并不单纯

是相关理论知识的单纯累计和储存，而是在其通过主动积极的选择之后，

将这些知识在大脑消化处置并转化成自己的知识结构的过程。所以教者

在讲解定理时，不应该单纯的追求讲解速率，在学科之中单方面的向学

生输入大量的定理，而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调动同学们对数学

的兴趣，从数形结合的角度开发学生思维，让其能更加主动积极的参与

到数学学习之中。 

数形结合思维是数学学科里 基础的思维，远比相关定理要有用。

通过本文的探索可以发现，把握数形结合思维能够加强学生对数学的热

情，助力他们打开数学学习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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