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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空间与图形”课程目标的几点认识
!

唐! 平

（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重庆 *###*C）

摘! 要：“空间与图形”课程的首要目标是使学生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把握自己赖以生存的空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认识空间与图形的课程目标：（%）获得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培养空间观念与几何直觉；（D）在探索图形性质

的过程中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初步感受公理化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通过

举例说明如何让学生经历探索、猜测、建立数学模型等数学活动。并指出正确认识空间与图形的课程目标，能让学

生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逐步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发展空间观念和自主创新意识，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

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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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课程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几何”拓广为“空间

与图形”，《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稿）》（ 以下简称《 标准》）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

“空间与图形”的课程目标是：把课程内容与学生的

生活经验有机地融合，使学生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把

握自己赖以生存的空间，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推

理能力（包括合情推理、演绎推理）；通过对基本图

形的基本性质必要的论证，使学生体会到证明的必

要性，理解证明的基本过程，初步感受公理化思想；

注重使学生经历观察、操作、推理、想象等过程，倡导

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与实践创新的学习方式［%］。本

文对“空间与图形”的课程目标谈几点认识。

%! 获得必需的知识和必要的技能

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图形”世界，千变万化

的图形构成了生存空间。人们最先感知，也最应熟

悉的，就是自己的生存空间。人们认识周围世界的

事物，常常需要描述事物的形状、大小，并用恰当的

方式表述事物之间的关系。“ 空间与图形”为人们

认识现实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对于“ 空间与图

形”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目标而言，《标准》规定了 D
个学段学习的具体内容，对各个学段的学生有不同

的要求。

（%）初步了解简单几何体、常见平面图形的一

些基本性质，从事基本图形与几何体的观察、移动、

测量等操作活动，是第一学段的学生“ 空间与图形”

知识学习的基本任务。如用一张正方形的纸作单位

测量课桌面的面积，是考察学生是否具有测量图形

面积的简单能力。

（"）对第二学段的学生而言，主要是从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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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体（图形）性质的活动，在活动中了解它们的性

质，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通过探索活动得到的结果。

如对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性质的考察，以及要求学生

探索并掌握圆的周长和面积公式。

（!）对于第三学段的学生，重点则是学习用不

同的方法（ 变换、作图、论证等）研究与表达几何体

（图形）的有关性质和基本关系，掌握用平面直角坐

标系表述物体位置关系的方法［"］。本学段中增加的

视图与投影、图形与变换、图形与坐标等内容就涉及

了大量的有关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几何体性质的探索

活动。

人们生活在“空间与图形”的世界里，几何学理

论进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不论从事什么工

作，都会经常遇到关于各种几何量（ 长度、面积、角

度、体积等）的计算，各种基本几何图形（ 三角形、四

边形、多边形、圆等）的性质和作图问题。空间与图

形中的基础知识，既是易于学生学习、理解和掌握的

基础知识，是每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公民应该具

有的基础知识，也是学生认识和理解现实空间的工

具，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生存空间。

"# 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几何直觉

几何直觉是具有意识的人脑对于数学对象、结

构以及规律性的敏锐的空间想象和迅速的判断，是

想象和判断的有机结合。

吴文俊院士指出“ 几何学有形象化的好处，几

何会给人以数学直觉。不能把几何学等同于逻辑推

理。应该训练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但也应适可而

止。只 会 推 理，缺 乏 数 学 直 觉，是 不 会 有 创 造 性

的”。目前中学数学包括了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

何、解析几何、概率与统计、微积分初步的基础知识。

在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图形的直观性起着重要

的作用。龚升教授指出：“ 不学习平面几何和立体

几何，无法学习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空间与

图形的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几何直

觉，有助于学生学好整个中学的数学课程。

《标准》在 ! 个学段中都加强了与培养学生空

间观念和几何直觉有关的内容，也提出了一些具体

的目标。（$）第一学段需“ 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

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状”，“ 在东、南、西、北和东

北、西北、东南、西南中，给定一个方向（ 东、南、西或

北）辨认其余七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绘物体

所在的方向；会看简单的路线图”，注重引导学生在

观察、操作等数学活动中，获得对简单几何体和平面

图形的直观经验；（"）第二学段能“辨认从不同方位

看到的物体的形状和相对位置”，“ 结合具体情境，

探索并掌握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的体积和表面积以

及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注重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操作、有条理的思考和推理、交流等活动，从多种角

度认识图形的形状、大小、位置关系，发展学生的几

何直觉和空间观念；（!）第三学段如“通过背景丰富

的实例，知道物体的阴影是怎么形成的，并能根据光

线的方向辨认实物的阴影”，“ 了解视点、视角及盲

区的含义”等。注重使学生继续通过观察、想象、图

形变换、图案欣赏与设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进一步

认识图形及其性质，丰富几何的活动经验和良好体

验，发展空间观念［%］。

"&&% 年根据新课标进行中考单独命题的 $’ 个

实验区，在考察学生的空间观念上就充分体现了课

程目标的要求，以下是从中选取的两例［(］。

例 $# 将图 $ 所示放置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
（"# ) *&$）绕斜边 !" 旋转一周，所得到的几何体

的正视图是下面 % 个图形中的（ # # ）。

图 $# 三角形 !"# 旋转剖面图

例 "# 在图 " 中，可以是一个正方体的平面展

开图的是（ # # ）

图 "# 正方体平面展开图

例 $ 给出一个直角三角形平面图，要得出该题

的正确解答，学生必须先把图形“ 动起来”，在头脑

中旋转一周后，想象所得到的几何体，从而就能确定

这个几何体的正视图。例 " 则需要学生在头脑中用

折叠的方法一一验证，得出正确答案。在折叠验证

时，学生会经历观察、想象、比较、综合、抽象分析的

过程，从而有效地考察了对空间与平面相互关系的

理解和把握程度，这正好符合了课程目标的要求。

!# 发展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

# # 以不完全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为主要推理形式

的合情推理是一种非严格的、或然的推理，但它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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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数学家波利亚

的专著《 数学与猜想》阐释了合情推理的价值［!］。

《标准》要求，学生在探索图形性质的过程中发展合

情推理能力，学习条理的思考与表达自己的发现，并

与同伴交流。

《标准》强调对图形性质的探索过程，即鼓励学

生通过观察、测量、折叠、类比、归纳等多种方式发现

图形的基本性质，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探索的过

程及理由，与同学充分地展开数学交流。在此过程

中，既逐步发展了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也为以后严

格地证明图形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探索等

腰三角形性质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

手段探索出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再与同学交流想法

和做法。学生可能利用测量、折叠的方法发现等腰

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的性质，然后尝试去说明这

个性质的正确性。他们既可以根据折叠过程中某些

线段或角的重合说明，也可以用量角器量得的结果

来说明，还可以根据已学过的三角形全等的知识来

说明。在与他人进行数学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则通

过主动建构获得了关于等腰三角形的性质，也建立

了自己的一种证明方法。

李庆社老师在探索勾股定理的教学中，就充分

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要求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教

学过程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创设问题情境，引入新课，出示投影片，提

出思考问题：判断直角三角形全等的条件是什么？

（$）讲述新课% !问题串。出示投影片，让学

生观察并找出图 & 中的图（’）、（(）、（)）里所包含的

正方形 !、"、# 的面积；"做一做。在投影片上给出

图 *，让学生找出其中图（’）、（(）中正方形 !、"、#
的面积。先让学生独立思考，最后小组交流想法，特

别是计算斜边上的正方形的面积即正方形 # 的面

积的方法。师生共同分析，得到求正方形 # 的面积

的 & 种方法，让学生从 & 个正方形的面积关系与直

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找出它们的联系；#议一议。

引导学生归纳出直角三角形三边长度存在的关系：

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长度的平方和等于斜边

的平方。教师指出，这是由前面几个特例猜想出来

的，可多做几个直角三角形来验证其合理性。最后

师生共同分析得出勾股定理：如果直角三角形两直

角边分别为 $、%，斜边为 &，那么 $$ + %$ , &$，然后进

行勾股定理的应用举例；

（&）课时小结；

（*）课后作业；

（-）活动与研究。

% % % % 图 &% 投影图% % % % % 图 *% 勾股定理证明图

本节课从学生熟悉的知识入手，循序渐进，逐步

探索出勾股定理。这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体

现了空间与图形课程目标的要求。

《标准》还强调“ 应注重对证明本身的理解，而

不追求证明的数量和技巧”，通过对一些基本图形

性质的探索和证明，体会证明的必要性，初步感受公

理化思想。

让学生经历对图形性质的探索、发现和证明的

完整过程，有助于让学生对图形的性质有真正的理

解和把握，防止学生对于图形性质的机械记忆，能更

好地确立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 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与数学的其它分支相比，空间观念的培养和几

何图形的直观形象为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创新的活

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大到建筑工程，小到物品

包装盒的设计，很多发明创造都是以实物的形态呈

现的。作为设计者首先要从自己的想象出发画出设

计图，然后根据设计图做出实物模型，再根据模型修

改设计，直至最终完善成型。这是一个充满丰富想

象力和创造性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思维

不断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之间转换，利用直观进行思

考。空间观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 &［.］% 一种外形为圆柱体的易拉罐饮料，它

的底面直径为 !)/，高为 #0)/，单层直立码放在长

方体的纸箱内，每箱 * 行，每行 ! 个，易拉罐的底面

印在箱底的痕迹如图 - 所示。（#）请设计两种节约

纸板的码放方案，使包装箱为长方体，每盒装 $* 个，

可以改变它的长和宽；高仍为 #0)/。把你的设计方

案中易拉罐的底面印在箱底的痕迹示意图画在试卷

中的方格纸上，可以附必要的文字说明；（$）某饮料

厂的一条流水线每天生产这样的易拉罐饮料 ! 1 #0*

个，按照你设计的方案分别比原来节约多少纸板

（不计包装箱的重叠部分）？

要求学生设计易拉罐装箱时的码放方案，是为

了在改进包装时，能够节约纸板的原材料，以减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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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本，增加效益。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设计者首

先要从自己的想象出发画出示意图，或制作出实物

模型，或通过计算、证明，再修改设计，直至最终成

型。空间观念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实生活中许多几何问题的解决，都要经历探

索、猜测、建立数学模型等一系列丰富的创造性活

动。在这些活动过程中，人的思维在二维与三维空

间转换，利用图形的直观进行思考问题。人们愈来

愈认识到，几何作为逻辑推理的体系，使学生学会

“合乎逻辑地思考”，形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的功

能，不是独有的，甚至是可以替代的；但作为一种直

观、形象化的数学模型，它在发展学生创新精神方面

的价值，却是独特的、难以替代的。

正确认识空间与图形的课程目标，根据《标准》

的要求指导空间与图形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掌握

现代社会发展必需的知识与技能，有效地发展学生

的推理能力，而且能引导学生感受数学的思想方法，

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逐步积累数学活动经验，体验

数学推理的力量和证明的意义，发展空间观念和自

主创新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存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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