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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生从学习自然数到学习整数

,

再到学习分

数
、

小数
、

百分数 ;从学习四则运算的概念到

学会运算 ;从学习式题计算到解应用题
;
从认识简单

图形到计量其面积
、

体积⋯⋯在这一系列数量关系

和空间关系中无不充满着数与数
、

数与形
、

形与数之

间的
“

变
”

与
“

不变
”

的现象
.

并且呈现一定的规律
。

这

些现象和规律
.

是小学数学思维的一个特征
.

抓住这

一特征
,

对促进学生获取知识
、

发展思维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一
、“

变
”

与
“

不变
”

中的守恒性

在小学数学四则运算中
,

加数
、

减数
、

因数
、

除数

等可以千变万化
。

但在一定的条件下
,

也可以使它们
“

变
”

中有
“

不变
” .

达到数的守恒性
。

这种守恒性反映

在加法运算中
,

就是两个加数之间的互补关系
。

如果

要使两个加数变而其总数不变
,

就必须在一个加数

上加上一个数
,

另一个加数上减去同样数量的一个

数
.

才能使总数不变
。

例如
.

12 + 6
,

其结果是 18
.

如果

要一个加数 12 十 3 变成 15
.

那另一个加数 6必须减

去3
.

即 6一 3 = 3
。

这样 15十3 还是等于 18
。

这种守恒性反映在乘法运算中
.

就是两个因数

之间的补偿关系
。

也就是说
,

如果要达到因数变而积

不变这一目的
.

那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几倍
.

另一

个因数则必须同时缩小〔或扩大)同样的倍数
,

这样

才能使积不变
.

如
:

16 X S = 128

扩大 2倍 缩小 2倍

3 2 X 4 , 128

这种守恒性在几何图形中的反映是
“

等积变

形
” 。

小学生拼玩的七巧板就是
“

等积变形
”

的典型例

子
。

把七块不同形状的板
.

不管如何拼摆成各种不同

的形状
,

其总面积是不变的
。

根据这个形变面积不变

的道理
.

我们可以采用剪拼的方法把平行四边形
、

梯

形
、

三角形以及圆转化成为长方形
,

然后再从长方形

面积公式推导出这些图形面积的求法
。

这种守恒性也反映在长度
、

重量
、

容量等计量知

识中
。

我们可以应用变中有不变的思想去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
。

例如
,

一块布总长不变
.

单位可以变
; 又

如
.

根据铜的密度不变这一点
,

可以从铜的体积推算

出其重量
,

反之
.

也可以从铜的重量推算其体积
。

这种守恒反映在数与数之间转化的过程中
.

可

以使数改变其形态而其实质不变
。

例如
,

根据分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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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分数形态各异
.

数值却始终没有改变
。

但这种变

化
.

只有在把斗这个分数中的分子和分母乘以同一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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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零的数这种条件下才能成立
。

另外
.

数学运算中

的假分数化成带分数或整数
,

或者反过来
,

带分数或



减少都是依存于同一题中另一个数的增加或减少

的
.

也就是说
,

一个数的变依存于另一个数的变
.

这

就是数与数之间的关联性
. “

变嘴
“

不变
”

中
,

抓住两

个数之间的这种关联关系
,

不仅有利于小学生数学

知识的学习
,

而且有利于他们函数思想的发展
。

比

如
,

在低年级乘法口诀的教学中有这样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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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化成催分数 ; 分数化成小数 ; 分数化成 白分叙 ;

小数化成百分数,繁分数化简; 比的化简;名数的化

和聚等等
,

都是数在形式上发生变化
,

而其值的大小

不变
。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既要让小学生注意到变及

不变的规律
.

同时又要在变中抓不变
.

促进小学生数

和形的守恒性
、

互补性
、

补偿性等思维的发展
.

二
、 “

变
”

与
“

不变
”

中的关联性

在数学解题中
,

一个数量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其

它数量的变化
。

如
:

某班转来 2名男生
,

男生人数变

了
,

总数也就跟着变了
,

男生与女生
、

男生与总人数

之间的倍数关系也随之变了
.

在加法运算中
,

如果一

个加数增加(或减少)几
,

另一个加数不变
,

它们的和

也增加(或减少)几 ;
如果减数增加(或减少)几

,

被减

数不变
,

它们的差反而减少(或增加)同一个数;在乘

法运算中
.

如果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几倍
,

另一个

因数不变
,

它们的积也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在

除法运算中
,

如果被除数扩大(或缩小)几倍
,

除数不

变
.

它们的商也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
如果除数

扩大(或缩小)几倍
.

被除数不变
.

它们的商反而缩小

(或扩大)相同的倍数
。

一句话
,

在四则运算中
,

和
、

差
、

积
、

商的增加或

不变 变 变

教师让学生观察这组算式后
,

要求他们思考以下三

个间题
:
(”这一组算式中

.

什么不变
,

什么变了? (2)

乘数和积是怎样变化的? (3) 下一算式中的乘数都比

上一算式中的乘数多 1
,

而积是下一个比上一个多

5
,

增加的多少是否一样? 这里的三个问题
.

尤其是第

三个间题
.

就可以使小学生明白乘数 1对应的积是 1

个 5
.

乘数 2对应的积是 2 个 5. ”⋯从而为正比例函

数思想的培养作了孕伏
.

三
、 “

变
”

与
“

不变
”

中的转换性
在一定条件下

, “

变
”

与
“

不变
”

具有转换性
。

例

如
.

数学教学中的一题多解与举一反三就是这种转

换的体现
。

也就是说
.

题目不变
.

解法可以有多种
,

即

解题的方法是可以变的
.

反过来
,

解法中的较佳思路

又可以从
“

变
”

转换为
“

不变
” ,

即可以用这同一仲较

佳思路来解决一系列同类型的各种题目
.

又如
,

在应

用题教学中
,

条件和间题之间的
“

变
”

和
“

不变
”

也是

可以互相转换的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

变
”

和
“

不变他
是相对的

.

小学数学中
“

变
”

与呼不变
”

的规律
,

学生可以通

过观察比较
、

分析综合
、

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总结出

来
.

总结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对数或形的概括
、

推理能

力的培养过程
,

即数学思维的培养过程
。

数学思维发

展了
.

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也就提高了
。

(唐晓宁 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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