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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间观念是小学数学培养的十大核心素养之一。它是学生空间想象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学生创新思

维能力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它对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推

理能力，对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学生空间观念发展具有从直观感知

到抽象理解、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从单一要素到全面要素、从标准图形到变式图形的规律。本文根

据小学生空间观念发展规律，就如何培养小学生的空间观念，提出了以下对策：联系生活情景，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有序观察，感受空间观念；注重操作体验，激发空间观念；发展想象能力，助

力空间观念；充分借助多媒体，深化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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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pace is one of the ten core qualitie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t is an im-
portant component of students’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a necessary el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ing students’ spatial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educa-
tional task,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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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spatial concept development of pri-
mary school students has the rule from intuitive perception to abstract understanding, from two-
dimensional plane to three-dimensional, from single element to comprehensive element, from stand-
ard graphics to variable graphic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law of pupils’ space concep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cultivate pupils’ space concept: con-
necting with life situation,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Guiding students to observe 
orderly and feel the concept of space; Paying attention to operation experience, stimulating the con-
cept of space; 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imagination and helping the concept of space and making 
full use of multimedia to deepen the concept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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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将“空间观念”作为十大核心素养之一。该标准明确阐述了培

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并引导学生：能够根据物体特征想象出几何图形；能够根据三视图还原出物体的形状；

能够想象并表达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还能够感知并描述图形的运动和变化规律[1]。教育实践表明，儿

童时期是培养空间观念的最佳时间节点。空间观念的有效培养对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空间想象力、几

何推导能力、实践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创新意识等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几何与图形”领域的知识点在

知识层级上相对基础，但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其理解与应用仍面临显著挑战，这一困境在很大程

度上归因于学生空间观念的缺失。因此，探索并实施高效策略以促进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已成为“图

形与几何”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之一。 

2. 小学生空间观念的发展规律 

空间观念主要指在空间感知的基础上，人头脑中对空间物体或图形的形状、大小、相互位置关系以

及变化的直觉和表象。它是人们认识和描述生活空间并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形成空间想象力的经

验基础。小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呈现出以下特征： 

2.1. 从直观感知到抽象理解的渐进演变 

小学生的空间观念发展水平分为三个阶段，即直观想象阶段、直观想象与简单分析抽象阶段、推理

分析阶段[2]。首先是直观想象阶段，儿童主要通过直观感知和观察来认识和理解空间。在这一阶段，学

生对较为直观的几何图形和概念比较容易理解，通过观察周围的物体和场景，形成对形状、大小、方向

等空间属性的初步认识。例如，一年级的学生通过观察教室里的粉笔盒、文具盒、水杯等实物，来感知

和理解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等几何形体的基本特征。其次是直观想象与简单分析抽象阶段，儿童在这

个阶段能运用简单的分析和抽象能力来进行空间思维。此时，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对物体表面特征的观察，

而是开始尝试探索物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比如在认识三角形内角和时，学生通过将三角形的三个

角剪下来拼成一个平角，从而初步抽象出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 度的概念。最后是想象、推理分析阶段，

儿童在这个阶段能进行更加复杂和深入的空间想象、推理和分析。在这一阶段，尽管学生具有初步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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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分析能力，但在实际学习与认知进程中，实物辅助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应该

充分考虑学生几何思维的发展水平，采用直观性教学原则。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将抽象思维具象化，进

一步深化对空间概念与问题的理解，从而构建空间模型并实施推理分析，以实现对空间观念的深度内化

与灵活运用。 

2.2. 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认知拓展 

小学生空间观念的发展是从二维平面逐步向三维立体过渡的，并且这一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

难度较大。例如，在学习长方形与长方体的几何概念时，学生能够较为精确地识别长方形的四条边长及

其四个顶点的位置。然而，当面对长方体这一三维几何形态时，学生在理解其各个面展开图上存在较大

困难。这种困难源于从二维到三维的空间维度跃升，要求学生在脑海中构建更加立体、多维的空间模型。

因此，在“图形与几何”知识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空间观念发展的这一特点，注重采用

渐近性教学原则。这要求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循序渐进地丰富空间认知的教学内容，并适度

提升认知难度。除此之外，教师需充分利用实物模型、多媒体动态演示以及动手操作等多种教学手段，

通过直观感知与亲身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步构建起对三维空间图形的深刻理解与直观认识。 

2.3. 从单一要素到全面要素的深化感知 

几何图形都是由一些几何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主要包括点、线、面，它们共同定义了图形的形状、

大小及位置关系。观察并分析这些几何要素，对于学生学习几何知识、探索几何规律以及解决实际问题

至关重要。但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显示，学生在观察几何要素时，更容易先捕捉到单个的、显著的或突

出的几何要素，随后才逐渐地感知与理解更复杂几何结构。如点、直线、线段、长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

形，学生往往能够较为深入地领会其内在特质与外在表象。然而，一旦涉及到诸如三角形的高、垂线、

平行线这类相对复杂的几何要素时，学生则难以精准地把握其要义。又如，长方形的对边平行且相等、

正方形的四边相等、对称图形等较为显著和直观的特征，学生能够理解与接纳，但是对于像平行线间的

距离处处相等这类抽象的知识，学生则不容易感知。在教学中培养小学生形成空间观念，教师需要遵循

循序渐进的原则，要从单一要素的认知入手，逐渐地过渡到复杂关系的认知上，从而引导学生逐步构建

完善的空间观念体系，助力其在几何学习领域的深入发展与能力提升。 

2.4. 从标准图形到变式图形的灵活识别 

小学生在识别几何图形时，往往先掌握标准图形，然后逐步过渡到变式图形。标准图形是指放置在

标准位置上的几何图形，其形状和属性都是固定的。变式图形则是指几何图形的非本质属性，如位置、

大小、形状发生变化，但本质属性仍然保持不变的图形。小学生对标准图形较容易观察，对变式图形则

难以准确辨认。熟悉标准图形与变式图形，不仅是小学生掌握几何知识的重要一环，更是他们形成空间

观念、提升空间想象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基石。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着重讲解标准图形，奠定

坚实基础。但是，又不能只停留于标准图形的认知，更要适时、适量地引入变式图形，为学生搭建起一

座从已知通向未知的桥梁，助力其深入领悟图形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而发展空间观念。 

3. 小学数学空间观念培养的策略 

3.1. 联系生活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佛莱登塔尔曾经说道：“数学学习中，数学知识和生活的联系越紧密，那么学生就学得更加快，记

得更加牢固。”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将学生几何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学生的现实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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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事物的“儿童化”“生活化”。这样，不仅能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理解数学规律，

体悟数学学习方法，形成空间观念；还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几何知识的兴趣。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兴趣

后，才会感受到强大的内驱力，从内心深处去探索，去体验学习的愉悦和充实，增强自我效能感。如，在

几何图形概念的学习中，学生可通过从日常物品如足球、水杯、电视机、洗衣机、遥控器等中初步认识

几何图形；从太阳东升西落、班级座位表、汽车导航等现象中初步感知方向；从风扇、钟表、旋转木马、

摩天轮、汽车方向盘的运动中感知旋转现象；在电梯升降、升降国旗等现象中感知平移。 
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教师既要立足教材基础，又要对其进行拓展与深化，积极发掘日常生活中的

教学资源，构建教学情境，以此助力学生将复杂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直观具体的形象，进而深化他们的理

解，激发学习兴趣[3]。如，人教版三年级上册《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一课。教师可将学校的长方形

篮球场作为教学场景，带领学生实践操作。首先，教师可组织分组活动，进而引导各小组围绕长方形周

长的计算方法展开合作探究。随后，在课堂中，教师让每个小组的代表分享计算方法，引导学生推导长

方形的简便计算方法。这一过程不仅将复杂的周长概念具象化为直观的球场边界，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

了学生对空间观念的理解与认知。 

3.2. 引导有序观察，感受空间观念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感知是认知世界的基础。学生学习图形几何知识时，应该从具体事物出发，通

过感知这些具体事物，逐渐形成清晰、深刻的表象。表象是由感知到概念的“阶梯”，学生通过感官的接

收和处理，将外界的表象转化为他们可以理解和认知的概念。特别是在儿童时期，学生的思维主要以直

观形象思维为主，并逐步过渡到抽象思维。因此，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应注重积极引导学生有序的观察，

给与充足的思考时间，以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对空间及图形的认知表象，建立清晰概念。在图形几何的

教学中，教师应该向学生展示几何模型。几何模型的选择可以是老师提前准备的精美教具，也可以是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立体图形，如：水杯、橡皮擦、粉笔盒、乒乓球、书本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直观

地感受到图形几何知识的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例如：在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的“观察物体”这一课程中。教师在开始授课时，可提问激趣：同学们知

道我国著名诗人苏轼的一首《题西林壁》吗？这首诗里边有一句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并借助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画面。由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唤醒学生的空间

想象力。教师接着提问学生：为什么横着看成岭，侧着看却是成峰呢？由此引出：从不同的角度我们看

到的形状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概念，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四人一组，围坐在桌子的前、后、

左、右四个方向，并提示学生将提前准备好的学具小猴子玩偶摆在桌子中间(脸朝教室后面)。接下来，教

师引导学生在自己的方位观察小猴子玩偶，并将自己所观察到的形状画在纸上。在学生完成初步观察后，

教师引导学生换位观察。每组同学按顺时针方向到其他三个位置进行观察，并在小组内交流分享自己所

观察到的小猴子玩偶的关键特征。这样，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亲身参与观察，深化对概念的理解。接着，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对比观察。教师提问学生：“从两个侧面所观察到的形状有什么不同”。借机引导学

生发现：从左边或者从右边观察时，猴子脸的朝向是不同的。最后，教师不断出示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

小猴子玩偶图片，引导学生说一说图片是从哪一个方向观察的。在换位观察、对比观察等观察活动中，

学生可以更好的掌握从不同角度观察物体的方法，初步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3.3. 注重操作体验，激发空间观念 

引导学生参与操作，并帮助他们获得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是培养小学生空间观念的一种有效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曾强调：“儿童的思维需要与操作相结合，操作不仅是智力发展的源泉，也是思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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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空间观念的培养不仅仅需要老师传授相关知识，更离不开学生直接的操作体验。在教学中，教师

可设计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活动，包括制作几何图形、折纸、剪纸、拼图、摆放物品、测量长度、测量角

度、绘画等，以调动学生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这样，不仅能使学生更好的吸收和理

解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手眼协调能力，锻炼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创造力。 
将操作与辨析比较相结合，内化空间观念，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乌申斯基曾说：“比较是一

切理解和思维的基本。”在图形几何的知识中相关概念较多，极其容易混淆。因此在图形几何知识的教

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将操作与辨析有机结合，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引

导学生认识几何图形的关键属性和辨析属性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对于图形几何概念的清晰度和辨析度，

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例如：周长与面积、表面积与体积是小学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概念，也是较容易

混淆的概念。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量一量”周长，“摆一摆”面积，“堆一堆”体积等

操作活动，让学生充分感知这三者的区别。 
将操作与变式训练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图形几何的性质和规律，有效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例如：在认识三角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梯形等几何图形的教学中，教师首先会向学生展示标准图

形，以便学生初步理解图形的某些特征和性质，但是如果只展示标准图形，将会限制学生思维，导致学

生很难将本质属性和个别属性联系起来，很难准确理解图形的特征和性质，缩小概念外延。因此，在教

学中教师除了向学生提供大量的概念图形外，还要向学生提供非概念图形，并引导学生“画一画”“拼

一拼”“剪一剪”非概念图形，帮助学生掌握概念的本质特征。除此之外，在图形几何的教学中，教师还

可充分利用图形的大小变换、位置变换、视角变换等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最后，将操作与表达相结合，

以语言强化空间观念，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是空间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它通过词汇和语法

结构的运用，将空间观念转化为具体的语言符号。同时在教学中，语言也是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的重要手

段之一。因此，教师应该营造平等宽松的课堂氛围，为学生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也可适当地组织学生

小组合作讨论，鼓励他们大胆猜想和表达，以引导者和促进者的身份激发学生思维，培养空间观念。 

3.4. 发展想象能力，助力空间观念 

爱因斯坦认为：“想象比知识更为重要，尽管知识是有限的，但是想象却可以概括世界的一切。”在

图形几何知识的学习中，想象力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图形几何的学习中，想象力可以帮助学

生在没有实际图形的情况下，通过思维和想象来构建图像。通过想象，学生可以将抽象的几何概念转化

为具体的形象，从而更好的理解和记忆知识，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有意识

地提供一些情景和问题，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运用想象进行推理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空

间想象力。 
例如：在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的“观察物体”这一课程中。其教学目标之一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和

想象，根据从三个不同方向看到的图形复原立体图形，并体会有些摆法的确定性，从而发展学生的空间

观念。为了达到教学目标，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只有具备了想象力，学生才能将立体图

形还原，并高效培养他们的空间观念。因此，特别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教师循序渐进地提供立体

图形的三视图，引导学生想象出原来的立体图形。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从上面看到的平面图

形，引导学生想象立体图形有几行几列。其次，教师再给出从正面看到的平面图形，引导学生想象立体

图形有几列几层。最后，教师给出从左面看到的平面图形，循序渐进引导学生想象出原来的立体图形。

启发学生思考：至少需要几个不同方向看到的平面图形才能想象出立体图形原来的形状呢？通过学生思

考总结出：最少需要三个不同方向看到的平面图形，才能确定立体图形的形状。教师再出示多组立体图

形的三视图，引导学生想象出原来立体图形的形状。这样由二维平面图形到三维立体图形，既有梯度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258


彭茹 
 

 

DOI: 10.12677/ae.2025.152258 430 教育进展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这样的过程正是有力借助了思维想象，使空间观念的发展有了保障。 

3.5. 借助多媒体，深化空间观念 

随着信息技术 2.0 时代的到来，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教学上是每一位教师必备的核心素养。在小学数

学课堂上引入信息技术，不仅仅能够引领学生感受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

他们的创新思维。图形与几何知识是小学数学课程核心内容之一，涵盖范围广且内容较抽象。加之小学

阶段的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对于抽象的几何知识较难理解。因此，将信息技术引入到图形与几何知识

的教学中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借助多媒体的视频播放、动态演示等功能，

直观展现图形变化，弥补学生想象力不足的问题，降低数学学习难度[4]。例如，人教版四年级下册《三

角形的内角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可借助多媒体平台展示以“三角形家族三兄弟内角和大小之

争”为主题的趣味动画视频，借此引出“谁的内角和最大”这一关键问题，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与

好奇心。其次，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小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测量、撕拼、折拼等多样化的实践操作

手段深入探究“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都为 180 度”这一核心知识点。随后，教师播放几何画板制作的“神

奇的三角形”视频，视频内容为：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度与三个角度数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而其内角和

却始终为 180 度。最后，带领学生总结“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都为 180 度，且与三角形的大小、形状无

关”的结论。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巧妙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够直观地向学生呈现几何物体与图形变化，

为学生营造视觉冲击效果，有效助力学生开展空间想象活动，进而促进学生空间观念的培育，为其在几

何知识领域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席勒在其著作《人：游戏者》中提出“人是游戏者”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

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儿童的典型特点是活泼好动，他们总是充满了无

穷的能量，总是在玩耍、蹦跳中寻找乐趣。同时，他们也具有较强的好奇心，探索欲，但是注意力持续时

间较短，更容易被有趣的，新颖的事物所吸引。图形几何知识是抽象的，无趣枯燥的。在教学中，教师充

分利用多媒体构建游戏情境，不仅能消除儿童的抵触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还能弱化知识的抽

象性，使儿童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例如，人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图形的运动(三)》。在复习巩固环节，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创设“魔

法旋转乐园”的游戏情境。首先，多媒体呈现美丽的游乐园，游乐园中有各种卡通形象的旋转木马、摩

天轮、大风车等设施。接着，多媒体展示各种图形的变换过程，比如摩天轮、三角形的旋转，同时提出问

题：“这个图形是怎么旋转的？它旋转了多少度？”学生通过观察后在多媒体互动界面上选择答案。如

果回答正确，多媒体播放烟花绽放的庆祝特效，并奖励学生“乐园金币”；若回答错误，则再次提示并引

导思考。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被充分激发，深化了对旋转概念、旋转方向、旋转

角度等知识的理解。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教学中渗透空间观念的培养，不仅为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更为其未来

应对复杂空间问题、开拓创新思维打开了一扇窗。为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深入剖析小学生空间观念

发展规律，从多维度实施教学策略，如联系生活、引导观察、注重操作、发展想象、借助多媒体等，从而

有效助力学生空间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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