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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结合思想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游建国

四川省武胜烈面中学校 四川 武胜 638404

摘要：“数”与“形”是构成数学知识的两个核心表现形式，二者之间并非是割裂的状态，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数形

结合思想则是关于“数”与“形”之间有效转换的一种思想，强调突破僵化、单一的数学知识呈现方式，可以灵活运用恰当知

识呈现方式来简化整个问题分析与求解过程，降低学生学习难度。本文立足高中数学教学现状，对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价值与

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分析及求解数学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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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门以数量关系与空间图像知识研究重点的课

程，“数”与“形”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

同时数学课程知识的抽象与繁杂等特征非常突出，使得高

中生在理解过程中容易产生枯燥、乏味的情绪，并且非常

容易陷入解题困境。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教

学之初使高中生对数学知识及问题的本质形成深刻认知，

分析问题中存在严重的思维定势情况，如碰到解题就考虑

如何套用解题公式或模板，却不懂得运用有效思维活动来

找寻问题求解突破口及思路。而在数形结合思想指引下，

可以有效增强学生思维的灵便性，让他们可以通过灵活进

行“数”与“形”的结合、转换等来降低问题分析难度。

一、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价值
数形结合思想是关于“数”与“形”相关性研究的一

种重要数学思想，本质上强调了“数”与“形”之间的等

效互换的价值与功效。通过灵活地运用“数”与“形”，

可以在“以形助数”、“以数助形”以及“数形结合”的

过程中对所涉及到数学知识的真正含义以及数学问题的本

质内涵形成深刻认知。通过在数学教学中结合一些典型的

数学例题或者关键的数学知识点，将数形结合思想的具体

应用思路及方式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知识传授给高中生，

可以逐步增强学生对“数”与“形”二者相关性的认识，

让他们可以在求解数学问题中发散思维，强化“数”与“形”

二者的相互转化以及结合运用来共同辅助高中生快速解决

数学问题。此外，在数形结合的思维引导下，学生会在头

脑中构建更为完善的数学知识体系，保证他们对不同数学

知识点彼此之间内在相关性及联系性等形成深刻认知，最

终可以提高高中生学习数学知识效果，促进数学解题能力

发展。

二、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策略
2.1 以数化形，增强知识的形象化

“数”与“形”均是数学知识呈现的两种重要形式。

相较于“形”，“数”的抽象性与繁杂性特征更为突出，而“形”

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形象性与生动性，可以将许多数学属性

进行直观地表达及呈现，对辅助高中生求解数学问题具有

决定性作用。在指导高中生分析数学难点知识或关典型数

学问题中，可以将其中包含的“数”与“形”方面内容挖

掘出来，并借助化“数”为“形”的方式来为学生提供更

为直观的一种知识呈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可以针对“形”

方面数学问题调用有关数学知识来进行快速求解。或者说，

在以数化形思路下，可以将抽象的数字问题转化成图形类

的数学问题进行求解，这时候可以将数字问题转化成平面

几何类、立体几何类或解析几何类的图像问题进行快速求

解。而在这种“以数化形”的思路下，可需要首先指导学

生认真挖掘及分析数学问题中给出的已知条件，再结合已

知目标来对它们彼此内在联系和关系进行确定，最后调用

图形方面的知识，运用恰当计算方法与公式来对问题进行

快速求解。

例 1： 现 有 A、B 两 个 集 合， 其 中

， 。假定集合，试求
集合 B中参数 a的取值范围？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学生对集合概念及集合中相关符

号含义等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整个题干信息比较少，

但是却都是由“数”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直接套用集合

关系方面公式进行推导，那么整个解题过程较为复杂，并

且学生非常容易在求解问题中出现出错的情况。而如果可

以指导高中生灵活应用数形结合思想，借助“以数化形”

的思路来分析问题，那么可以通过结合题干信息来绘制数

轴图的方式来辅助高中生快速找到数学问题求解的突破口

所在。

解：基于题干条件可以绘制图 1所示的数轴图，之后

可以通过对数轴图进行剖析来直观地得到如下结论：为了

保证集合 A∈集合 B，那么可知此时参数 a必然满足 a＞ 2

这一个条件。然后令 a=2，此时结合图 1 展示的图式可以

相应地得到如下结论：在 a=2 时， ，这时候恰
好满足集合 A∈集合 B。如此一来，就可以在以数化形的

过程中辅助学生快速找到求解问题的突破口。

图 1
2.2 以形化数，降低知识理解难度

图形类的问题也是高中数学学习的重点，涵盖了平面

图形、立体图形、解析几何等众多方面知识，但是仅仅依

靠观察的方式观看那些复杂图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单纯

依靠观察图形无法对其中涉及到的具体信息进行呈现，如

量化关系、比例关系等等这就决定了高中生在求解图形相

关的数学问题中不能够只局限于图形信息的使用，同样依

赖于结合一些关于“数”的知识来对其中的各种数学问题

进行求解，尤其是要在数学教学中重点解决高中生当下普

遍存在的数学知识单一化调用问题，无法在头脑中强化“数”

与“形”之间的联系，进而在求解图形类数学问题中无法

快速确定其中可供解题的量化关系，影响了解题的准确度

与效率。因此，在指导学生学习图形类的数学知识以及对

图形类数学问题进行分析过程中，可以有计划地帮助他们

理解与掌握“以形化数”这一解题思想，即在对复杂数

学图形问题进行分析中可以对其中包含的量化关系等关于

“数”的知识进行挖掘，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极坐标、坐

标系等辅助工具构建及利用来将复杂图形进行直观化处理。

针对该种类型的数学问题，求解的根本思路是紧密结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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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形，对其中能够展现出来的几何知识与“数”的关系

进行确定，配合图形方面概念、性质以及定理等知识的运

用支持，可以帮助高中生对相应图形类数学题进行求解中

快速找到解题思路与突破口，同时也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

发散性和联系性思维，大大提高了数学问题求解能力。

例 2：现有一个四棱锥 P=ABCD 如图 2 所示，已知四棱

锥底面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并且∠ BAD=60°，AD=1/2AB，

且 DP ⊥ 面 ABCD， 试 求 证：（1）BD ⊥ PA；（2） 假 定

AD=PD，试求二面角 C-PB-A 的余弦值？

解析：本题是一道非常经典额解析几何问题，不仅考

察了学生对二面角、四棱锥等相关图形定义的理解及掌握

情况，同样对他们的空间思维能力、想象力等具有较高要求。

在求解过程中，第一道问题求证的难度比较小。但是针对

第（2）个小问题的求证，如果采取常规的正向解题及分析

思路，那么就需要找出来待求二面角对应的平面角，之后

再借助三角形问题求解的方式来进行计算求解。这样的求

解过程会涉及到比较大的计算量，并且需要涉及到不少于

3条数量的辅助线，求证过程复杂。此时如果可以指导学

生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转变求解的思路，创新运用“以形化数”

理念，通过空间指标坐标系构建的方式调用向量方面的数

学知识，那么就可以采用代数方面的方法来对本道解析几

何问题进行快速求证，并且整个求证过程简便，难度比较小。

图 2
解：（1） 假 定 AD=1， 有 AD=AB=2。 在 △ ABD 中，

∠ BAD=60°，根据余弦定理可求得 BD= 。由此可知，
，可见其本身是一个职教三角形，有

BD ⊥ AD。又有 DP ⊥面 ABCD，可推导出 BD ⊥ PD，且 PD、

AD 均为平面 PAD 之内两条表现为相互交叉的直线，有 BD⊥

面 PAD，故可以推导出 BD ⊥ PA。

（2）基于问题（1），可以推导得到∠ BDA=90°，故

将 D 点当成坐标原点，选择 AD、BD 和 PD 所在直线分别对

应直角坐标系的 x、y和 z 轴后可以构建立体空间直角坐标

系（图 3），并且可以相应地对 A、B、C、D 和 P 点的对应

坐标进行求解，具体分别为（1，0，0），（0， ，0），（-1， 

，0），（0，0，0）和（0，0，1）

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面 BAP 法向量是 ，

， ，故有：

， 求 解 可 得：x=1，y= /3， 对 应 的
 

.

假定面 CBP 法向量是

，故有：

， 求 解 可 得：x=0，y= /3， 对 应 的 

.

。

由此可见，在求解那些难度比较大的图形类的数学问

题中，为了可以辅助学生快速找到其中有关解题的关键信

息与条件，要指导他们发散思维，灵活运用以数化形的方

式来对图像类的数学问题进行量化、直观化表达，使学生

可以快速确定求解问题的突破口及解题思路，这样可以大

大提高复杂类图像方面数学问题解题准确度与效率。

2.3 形数结合，促进思维能力发展

数形结合思想是一种具有思维灵便性与能动性的有效

数学思想，其中数与形之间的互相转换过程并非是单一的，

尤其是在指导高中生在利用属性结合思想对所遇到的数学

问题进行求解中，不能够单单采用单一的数与形转换方式，

而是应该结合所遇到数学问题本身的难易程度，解题需求

等来灵活地调用“以数化形”或者“以形化数”等多样化

的互变方式方法，并且某个部分的转换可以进行多次、反

复性互换，直至最终可以顺利完成解题为止。或者说，数

形结合思想倡导学生发散自身的思维，懂得解题中能够随

机应变的利用二者的相互转换来一步步简化所求解的问题。

因此，在平时数学教学中可以结合函数、代数式、方程、

不等式等众多方面的数学知识点，针对性为学生设计一些

借助数形结合思想进行快速解题的练习题，要求学生在持

续性训练过程中发展他们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学问题

的能力。

例3：求证： ，
其中 a和 c，b和 d不同时保持相同。

解析：本道题是一道不等式证明题，题干信息比较短，

并且没有给出具体的参数数值，对学生逻辑推理能力、抽

象思维能力等具有较高要求。此时为了降低学生分析问题

难度，可以指导他们融合数形结合思想，即在构建的直角

坐标系当中设定点 0(0，0)，点 A（a，b）和点 B（c，d），

之后相应地绘制出图 3。

图 3
这样可以直观地得到线段 OA，OB 与 AB 分别对应了

和 。在此基础上，可以
直观地根据点 O，点 A 与点 B 三点是否共线来分别进行求

证即可得到最终正确答案，大大提高了解题效率。

总之，数形结合思想是提高高中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

的一种有效数学思想。在数学教学中可以结合具体教学内

容，灵活设计一些典型的练习题来指导学生学习及运用数

形结合思想进行分析问题，并且在他们“形”和“数”相

互转换和有效融合的基础上降低分析问题难度，助力学生

快速提升自身的数学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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