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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数学画出来》，被这个书名吸引只用了一秒，也正是这恰到好处一秒钟

的缘分，让我看到了刘善娜老师教学工作中的创意与坚持，也感受到了“画”作

为孩子的天性，能帮助孩子将数学知识从静态到动态转化，将自己的数学思维外

显出来。如果说吸引我的是书名，那打动我的则是书中真真切切的实践案例和对

“画”的教学现状、教学问题、方法和路径的深层剖析。

刘老师这本书是从学生的角度去分析和考虑，让老师了解学生的画图的困难，

画图的困惑还有画图所缺乏的技能，并从老师的角度提供了很多方法和启发，比

如怎样画图的重要性，怎样去画，学生每个年龄阶段要训练达到的画图能力水平，

还有课堂上画图的教学设计和课后画图的作业布置，可以说从各个方面都给了教

师很好很具体的建议和策略，真的是我们一线教师的教学秘籍，值得我们反复阅

读。我个人比较有感触的是以下几点:

一、不要简单地一味要求学生画图，而是要解决学生不想画不会画的问题。

1.学生有学习困难时不想画也不会画，比如书里说到的，在路程时间速度问

题的部分很多孩子有时解题混乱，其实是对速度、方向等比较混乱，那这就是学

生画图的困难，要先解决攻克。再比如三年级上册，分数比较大小，课本用图引

入，老师讲解也用图形让学生更好理解分子和分母两种情况，但是当老师要求学

生自己画草图加深理解或者解题时，很多学生并不能画出，因为学生无法掌握如

何平均分，所以要想办法先解决这些问题。

2.有些简单的题目是不是要画图，书里也给出了答案，简单的题目不把画图

练习熟练那么当出现有难度的题目时学生会更加手足无措。所以答案是肯定的。

3.可以跨学科融合还有进行课程整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画图能力。跨学科可

以和美术学科配合，增加学画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的课程，而整合课程则是针对

自身数学学科，有计划地、系统性地增加专题类的画图课时，帮助孩子掌握画图

技能,先学会画，才会想去画。

二、画图提升数学思维的三大维度

本书还讲了画图的三个分类，分别是解题分析、知识建构、学习体验三方面，

我之前只关注了解题分析，太过注重解决这道题其实更是轻视了其他画图对学生



思维上的提升，而知识建构其实是学生慢慢学会自己归纳总结，完善完整自己脑

海中具体的数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过程。最后，很容易被忽略和抛弃的就是学生的

学习体验，这部分主要要学生画漫画、绘本，很多老师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学生也

没有很高效地学到很多知识，但其实孩子会把很多数学的知识点或者图形的特征

结合他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情绪表达出来，更易理解和记忆，最重要的是学生在这

个过程中增加了对数学的兴趣，这也是极其宝贵的体验。

三、以人的尺度去衡量职业

书前面作序的陈洪杰主编写到的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原话是”应该以人的

尺度去衡量职业，而不是(至少不能全部是)以职业的尺度来规范人生。“当然，

他说的职业指的是教师职业，我想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面对的对象是人，人

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学生和老师皆如是，所以在引导学生时才有因材施教贵在

得法的名言，那对于老师而言，当然有看似统一的道路可走，这是最快速提升大

部教师教学业务能力的正确做法，但作为一个个体而言，不能以这样的道路作为

自己的目标，要不断丰富自身的深度和尺度，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

有努力更要有追求的人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