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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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人腦的高級產物，概念是思維的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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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概念：

客觀現實中的數量關係和空間形式的本質屬
性在人腦中的反映。

儘管數學概念不屬於課程標準中數學學習內容
的四大領域之一（數與代數、圖形與幾何、統
計與概率、綜合與實踐），但實際上每一個領
域的數學內容學習都離不開數學概念。

概念教學的教育價值：

3



這些概念是構成小學數學基礎知識的重要內容。掌握

正確的數學概念，是學生學習數學知識的基石，是培

養學生數學能力的前提。

小學數學概念的分類：

數的概念 統計有關概念

運算的概念 方程的概念

量與計量的概念 比和比例的概念

幾何形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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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概念一般比較抽象，對於以具體形象思維為

主要形式的小學生來說，學習起來不易掌握。在小學

數學中，學生計算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空間

觀念的形成，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都必須在加強概

念教學的基礎上進行。因此，重視數學概念教學，對

於提高教學品質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數學概念的特點：

抽象性 嚴謹性 系統性

5



概念教學

引入概念 內化概念 運用概念

概念教學的基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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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引入

通過實物圖像的直觀性，聯繫兒童熟悉的事例或已有的知

識，來形象地引進新的概念。

引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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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行線概念教學 利用教材直觀引入（3上B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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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能舉出其他一些例子嗎？

例：平行線概念教學 利用生活 直觀引入 （3上B冊）



例：平行線概念教學 利用生活 直觀引入（3上B冊）



分別將木條a，b與木條c釘在一起,並把它們想像成在同

一平面內兩端可以無限延伸的三條直線, 順時針轉動a.

（1）直線a與直線b的交點位置將發生什麼變化?

（2）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直線a與b不相交的位置?

例：平行線概念教學 利用動畫直觀引入（3上B冊）



例：平行線概念教學 利用動畫直觀引入（3上B冊）

http://www.leleketang.com/let/dynamic.php?tag=pl1


平行的概念

可以發現，在木條轉動的過程中，存在直線a與b不相

交的情形，這時我們說直線a與b互相平行，記作a∥b.

（3上B冊）



例：平行線概念教學 利用遊戲情境 直觀引入（3上B冊）

要求：同桌兩個人每人拿出一支鉛筆，同時扔在桌面上 ，並畫出
它們的位置關係。然後，再把兩條線延長，直至有一個交點。

學生就會發現在同一平面內兩條直線的位置關係只有兩種 相交與平行



概念：在同一平面內不相交的兩條直線稱為平行線。

距離不變的兩條直線稱為平行線。

這樣教師借助於直觀，通過實物演示，使學生建立表像，從而解決
了數學知識的抽象性與兒童思維的形象性的矛盾。

例：平行線概念教學（3上B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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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引入

有的概念不便直觀引入，但通過計算能使學生

比較容易接受，這時就要採取計算引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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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山的桃樹下坐著一群猴子，它們在等猴王來
分桃子。猴王說：“給你6個桃子，平均分給3隻小猴吧
。”小猴子聽了，連連搖頭：“太少了，太少了！”猴王
就說：“那好吧，給你60個桃子，平均分給30隻小猴，
怎麼樣？”小猴子得寸進尺，撓撓頭皮，試探地說：“

大王，請您開開恩，再多給點行不行啊？”猴王一拍胸
脯，顯示出慷慨大度的樣子：“那好吧，給你600個桃
，平均分給300隻小猴，你總該滿意了吧？！”這時，
小猴子笑了，猴王也笑了。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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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

誰的笑是聰明的一笑，為什麼？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18



第一次：6 3

第二次：60 30

第三次：600 300

小猴子的笑是聰明的一笑，因為越來
越多的小猴子分到桃子了。

猴王的笑是聰明的一笑。因為猴王利用商不變的規
律把小猴子給騙了，每只小猴子還是分的2個桃子。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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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2

60 ÷ 30 ＝ 2

600 ÷ 300 ＝ 2

對！數字變了，但桃子個數與小猴隻數之間的倍數關係
沒有變。我們可不能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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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 （20× 2）＝4

（80× 5）÷ （20× 5）＝4

（80× 10）÷ （20× 10）＝4

80÷ 20＝4

仔細觀察這兩組

題。你發現這兩組題
有什麼特點？

（80÷ 2）÷ （20÷ 2）＝4

（80÷ 4）÷ （20÷ 4）＝4 

（80÷ 10）÷ （20÷ 10）＝4

8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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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 （20× 2）＝

（80× 5）÷ （20× 5）＝

（80× 10）÷ （20× 10）＝

80 ÷ 20＝

4

4

4

4

發現第一組算式的
得數都是4

從上往下
看，被除
數和除數
同時乘以
相同的數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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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 2）÷ （20 ÷ 2）＝

（80 ÷ 4）÷ （20 ÷ 4）＝

（80 ÷ 10）÷ （20 ÷ 10）＝

80 ÷ 20＝

4

4

4

4

發現第二組算式的
得數都是4，商不
變。

從上往下
看，被除
數和除數
同時除以
相同的數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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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乘或除以相同的數，商不變。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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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發現的這個規律是否具
有普遍性呢？請你們接下來再舉幾
個例子，看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乘或
除以相同的數，商變不變？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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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20× 100）＝4

（80 ÷ 20）÷ （20 ÷ 20）＝ 4

（80× 0）÷ （20× 0）＝ ？

紅

芳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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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0）÷ （20× 0）＝？

討論：看看紅說的這個
算式是等於4嗎？ 那麼，我們剛才總結

的規律應該有什麼補充？

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乘或除以相
同的數（0除外），商不變。

不等於4。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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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同學們通過觀察、思考、討論、驗證，
證實了：在除法中，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乘或除以相
同的數（0除外） ，商不變。

這個規律人們通常叫：

“商不變的規律”。

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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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上B冊

商不變的規律：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乘或除以相同的數，（0除外）商不變。

被除數和除數同時乘10（擴大10倍），商不變。



運用舊知識引出新概念

把已有的知識作為學習新知識的基礎，以舊帶新再化新

為舊，如此循環往復，既促使學生明確了概念，又掌握

了新舊概念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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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這樣，學生在學習中，就能找出新概念與已有
的相關概念的聯繫與區別，實現知識的遷移，
同時也鞏固了舊知識。

乘法的認識（2上B冊）

2 + 2 + 2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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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3 + 3  =  3 × 4

4 + 4 + 4 + 4 + 4 =  4 × 5



數學概念是客觀現實中的數量關係和空間形式的本

質屬性在人腦中的反映。學生理解概念的過程即是對

概念所反映的本質屬性的把握過程。為準確把握概念

的本質屬性，加深學生對概念內涵和外延的理解，可

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內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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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關鍵字

有些概念往往是由若干個詞或片語組成的定義。

這些數學語言表述精確，結構嚴謹，對一類事物

的本質屬性作了明確的闡述。我們在教學時就要

“抓”住這些本質的東西不放，讓學生建立起正

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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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一個閉合圖形周圍的邊界。

突破關鍵字幫助學生內化、理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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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變式

所謂變式，就是所提供的事例或材料，不斷地變

換呈現形式，改變非本質屬性，使本質屬性不變

。在小學數學概念的教學中，巧用變式，對於學

生形成清晰的概念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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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直角三角形（3下A冊）

在講解“直角三角形”的概念時，教師應呈現各種直角三
角形的變式，以突出直角三角形的本質屬性——有一個內
角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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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辨析

在小學數學中，有些概念其含義接近，但本質屬性又

有區別。對這類概念，學生常常容易混淆，必須及時

把它們加以比較，以避免互相干擾，可以找出概念間

的差異，發現概念間的相同或相似之處。

37



周界和面積

38

如: （4上B冊和 4下B冊）



理解概念的目的在於運用。運用概念就是要求學生能夠

正確、靈活地進行判斷，推理、計算、作圖等分析和解

決實際問題。

運用的途徑有：自舉實例；運用於計算、作圖；運用於

生活實踐。

運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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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舉實例

這是要求學生把已經初步獲得的概念簡單運用於實際，通過實

例來說明概念，加深對概念的理解。

如：三角形 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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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於計算、作圖等

對於學過的概念及時的應用可以加深學生對概念的理解和掌

握。

如：利用商不變的規律進行計算

畫平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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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商不變的規律概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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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B冊）



http://www.leleketang.com/let/dynamic.php?tag=pl2


平行線的畫法

一、放

二、貼

三、推

四、畫

平行線的畫法

一、放

二、貼

三、推

四、畫

平行線的畫法

一、放

二、貼

三、推

四、畫

平行線的畫法

一、放

二、貼



•運用於生活實踐

數學概念來源於生活，就必然要回到生活實際中去。引導學生運

用概念去解決數學問題，是培養學生思維，發展各種數學能力的

過程。

如：

周界 —— 測腰圍 頭圍 樹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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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界 —— 測腰圍 頭圍 樹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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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教學中應注意的問題：

注意概念的整理和系統化

當概念教學到一定階段時，特別是在單元複習、期末複

習時，要重視對所學概念的整理和系統化，從縱向和橫

向找出各概念之間的關係，形成概念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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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在學完了一般四邊形和特殊四邊形的相關概念之後，應引
導學生將所學的概念整理為概念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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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教學

引入概念

內化概念

運用概念

計算引入

舊知引入

抓關鍵字

運用變式

生活實踐

運算、作圖

對比辨析

自舉實例

直觀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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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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