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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画线段图在小学数学问题解决教学中的运用

在新课程标准下，“问题解决”不仅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线段

图在问题解决的教学过程中起着奇妙的作用。本文将通过运用画线段图的方法来谈问题解决

的策略教学。

一、研究背景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就问题解决提出了一些基本方法及策略建议，

问题解决的教学是以数学问题为中心，在教师的精心引导下，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寻找方法

和小组交流讨论等形式，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假设，恰当的选择问题解决的方法和步骤来解

决数学问题的过程。

用画线段图的方法来进行问题解决，其特点是把抽象的、复杂的文字内容转化成直观、

形象的线段图来呈现，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二、画线段图困难的成因分析

有的学生在阅读了题目之后，往往只会从字面上去分析题意，用语言来表述数量关系，

而不会把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线段图联系起来考虑，只有老师要求用画线段图来分析解

决时，才刻意试着去画图，把画图解答作为走过程，这样的学习，自然不利于形象思维的发

展。这时教师应引导学生用画线段图分析来理清数量关系并解答，让学生明白画线段图分析

解答的好处。

在课堂教学中，不少学生虽然明白画线段图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缺乏画图技巧，在

文字表征转化成形象表征的过程中存在问题。一节课下来部分学生表现出的是想画却画不出

或者画不对的情况，其实是没有理解题意，缺乏一定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抽象能力。

这时教师就应先进行示范，从简单的问题开始，指导学生如何画图。开始先跟着教师画，教

师要帮助学生逐步理解线段图的基本构造和原理，逐步掌握画线段图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然

后说说所画线段图表示的题意;最后放手让学生去画图，教师在旁给予适当的点拨即可。画

线段图来解决问题本身是一种让题意变得直观、形象、简洁的方法，如果所画的图不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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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时画图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线段图不能盲目地画，随心所欲地画，要分析、找准数

量关系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也是画好线段图的重难点。

三、画线段图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3.1 借助于线段图，可以化抽象的文字到直观图形。

小学生年龄小，理解能力有限，教师应引导学生用线段图的形式表示题目中的数量关系，

这样更直观，形象，具体。[2]如：教学二年级的内容“3支钢笔要 24 元，买同样的 5支要

多少元？”时，可画线段图分析

24 元

1 支？元

从上图可以看出，3支钢笔占 3份是 24 元，可先算出 1份（1支钢笔）是多少，其列式

24÷3＝8（元），再算同样的 5 份是多少，列式为 8×5＝40（元）。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弄清

题中的数量关系。

3.2 借助线段图，可以化难为易，判断准确。

有的问题解决，数量关系复杂，利用线段图可以找出数量间的关系。如：教学五年级的

内容“养殖场有兔 560 只，比鸡的 7倍少 35 只，鸡有多少只？”时，可画如下线段图：

？只

鸡：

兔：

560 只 少 35 只

从上图可看出兔的只数加上少了的 35 只就是鸡的 7 倍，像这样借助线段图就可以准确

的找出鸡兔间的数量关系，从而使问题解决变简单了。

解：设鸡有χ只。

7χ－35＝560

7χ－35＋35＝560＋35

7χ＝595

χ＝85

3.3 借助线段图，可以化繁为简，发展学生思维

借助线段图，可以化繁为简，把数量关系变得简洁明了，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思

维的灵活性，使学生迅速找到数量之间的微妙变化。有些应用题数量较多、关系复杂，思考

起来感觉比较乱，容易混淆。如：教学六年级分数乘法“一把椅子的价钱是 180 元，一张桌

5 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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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价钱比一把椅子贵
5
4
。一张桌子是多少钱？”的问题，可画如下线段图来帮助学生理

清关系。

一把椅子：

180 元

比一把椅子贵
5
4

一张桌子：

？元

学生根据画出的线段图来观察分析，单位“1”的量是一把椅子的价钱，再分析已知量

与未知量间的关系，弄清楚谁比谁多
5
4
，找到

5
4
的对应位置，得出

一把椅子的价钱×（1＋
5
4
）＝一张桌子的价钱

四、培养学生画线段图的能力

4.1 从低年级开始，培养画简单线段图的习惯

有人认为画线段图帮助解题是高年级的事，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简单的题不需要画线

段图就能理解题意，把题做对，这种认识是不适当的。[3]如教学三年级“冬冬今年 8岁，

爸爸的年龄是他的 4倍。爸爸的年龄是多少岁？”的问题，有的教师不教学生用画线段图表

示数量关系的方法，而是告诉学生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问题用乘法计算，此时

学生并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如果借助画线段图让学生直观的看到“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

的数量关系，明确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就是求几个几是多少。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联

系乘法的含义，就能理解“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的道理。具体教法是先指导

学生画一条线段表示冬冬年龄（8岁），再根据“爸爸的年龄是冬冬的 4倍”，连续画出 4段

大约与第一条线段同长的线段来表示爸爸年龄。线段图中需要用线段的长度表示具体的数

量，而且图中线段的长短关系要符合题目的数量关系，这对于初次接触线段图的学生来说难

度太大了。教学中，不必要求学生用尺子画出精确的线段图，只要能根据数量关系画出草图

就可以了。如下图：

冬冬：

8岁

是冬冬的 4倍

爸爸：

再从线段图上看所包含的数量关系，就非常形象直观，这对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将会有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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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的。因此，画线段图一定要从低年级开始培养，让学生养成画图解题的意识。

4.2 学会画图是关键

学会画图是关键。学生刚学习画线段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跟着一步一步来画，先画一

条线段表示标准量，再根据数量关系把线段图画完整。也可以先示范把线段图画出来，再让

学生仿照重画一遍，或仿照画图时边画边讲，便于加深理解。教师在巡视时就要对有困难的

学生进行耐心的指导，给以适时的点拨，让学生明白这样画图的道理，从而提高应用的自觉

性、主动性。如教学“有灰兔和白兔 63 只，白兔比灰兔少 9只，果园里灰兔和白兔各有多

少只？”的问题，可借助如下线段图来分析：

白兔：

63 只

灰兔：

9只

利用上图分析，白兔只数添上 9只求灰兔只数，即（63＋9）÷2＝36 只，白兔的只数为

36－9＝27 只；也可以用灰兔只数去掉 9只求白兔只数，即（63－9）÷2＝27 只，白兔的只

数为 27＋9＝36 只。所以用画线段图的方式进行问题解题更直观、形象、简洁、方便、易理

解。

4.3 找准数量关系是培养学生画图解题的重点

学会分析是重点。只会画线段图，不会分析，不会用线段图解决实际问题，画线段图就

失去了意义。个人认为如何分析线段图？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仔细阅读，理解题意，把所

画的图与题中的条件进行对比，看是否稳合；其次是线段长度所表示的单位量要和数值的大

小基本一致，不要用长线段表示小数据而短线段又表示大数据。图要画的美观、大方、结构

合理，具有艺术性；最后根据题意在图上标明条件。另外对于双线段图和多线段图一定要分

清楚画的顺序，弄清各部分间的关系。

如教学“一辆火车
8
3
小时行驶 24 千米，1小时行驶多少千米？”有些教师担心学生理解

不了法则的推导过程，便索性将结果“除以一个分数，等于乘这个分数的倒数”告诉学生，

然后进行大量的练习。这样教学，表面上看，学生确实是“会算”了，但思维没有得到训练。

因此，教学时应借助线段图，引导学生运用分数与分数乘除法的意义进行推理。

第一步：求
8
1
小时行多少千米？因为已知

8
3
小时行 24 千米，即 3个

8
1
小时行 24 千米，

所以
8
1
小时应该行 24÷3 千米。再联系分数除法的意义，把一个数平均分成若干份，求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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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少，就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少，把 24÷3 转化为 24×
3
1
。

第二步：求 1小时行多少千米？因为 1小时是 8个
8
1
，所以再乘 8，写成 24×

3
1
×8，

根据乘法结合律，
3
1
×8可以看作

3
8
，由此得到 24÷

8
3
＝24×

3
8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观

察比较这两个式子，启发学生思考哪些起了变化？哪些没有变？学生得出，被除数没有变，

除号变成乘号，除以
8
3
变成乘

3
8
，从而得出“除以一个分数可以转化为乘这个分数的倒数”。

这样教学，层次清楚，思维清晰，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学生的思维得到了训

练，智力水平同时也得到发展。如下图：

8
3
小时行 24 千米

8
1
小时行？千米

1小时行？千米

五、总结

实践证明，线段图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实用性，是小学数学教学中问题解决常用的方

法、利用线段图可以辅助学生分析问题，还可将问题中蕴含的抽象的数量关系以形象、直观

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对画图基本功及技巧的训练，既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又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树金. 浅谈线段图在应用题教学中的有效应用[J]. 东方教育, 2011(8).

[2]胡建国. 线段图在应用题教学中的应用[J]. 学生之友:下, 2010(7):29-29.

[3]靳斌. 线段图在解决问题中的应用[J]. 读写算:教育导刊, 2014(9):129-129.

[4] 卢 艳 . 线 段图 在 小 学数 学 应 用题 教 学 中的 应 用 [J]. 新 课程 : 教 育学 术 ,

2013(2):256-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