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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数学信息化教学的探索与研究
左　莉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1）

摘要：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

了很多重要的变化。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

各个领域里。在高职院校的数学教学活动中融入信息技术手段，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职业素养。但是在高职数学实际

教学中，信息化教学的开展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教师

的教学观念单一、学生的基础薄弱，学习积极性不够等问题。基

于此，本文通过深入探究在高职院校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实施信息化教学的相关策略，以期能够提高高职数学科目的

信息化教学质量，为促进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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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是高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我国教学体制

的影响，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往往注重培养学生的职

业技能，相比之下文化理论教育课程的课时相对较少。此外，大

部分高职学生往往是因为在中学时期没有打好学习基础，升学考

试的成绩不理想才接受的高职教育，在实际教学中可以看出，大

部分学生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呈现出不同差

异性。所以学生在理论知识的学习效果上一直得不到大的提升，

从而导致高职数学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所以，高职数学教师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要开展信息化教学，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进而提升高职数学教育教学质量，为促进学生数学知

识学习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提高奠定基础。

一、信息化教学的概念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我们将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结合

多媒体教学平台开展的教学活动称为信息化教学。开展信息化

教学要以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理论为指导，以多媒体教学平台

作为教育载体，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教学资源对学生展开全方位

的教学互动。与传统教学手法相比，信息化教学的组织形式多样、

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富有趣味性。在高职数学教学中开展

信息化教学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产生学习

的积极性；还可以使教师在和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及时了解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教学目的。因此，

教师在高职数学教学活动中要科学开展信息化教学，以促进教

学质量的提高。

二、高职院校数学信息化教学的现状

（一）高职数学的教学课时紧张

在我国现行教学体制下，部分高职院校为了能够充分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在设计人才培养计划和学期课程安排时往往将重

点放在职业技能的培养上，着重锻炼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和

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再加上数学科目的内容比较多并且复杂，教

师在开展数学教学时为了完成学期计划不得不加快教学进度，没

有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教学的成效。

（二）教师本身的技术能力有限

高职数学教师在开展信息化教学活动时，往往存在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情况。这是因为教师本身的技术能力有限所导致的。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局限性，教师

做不到对信息化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许多教师不懂得

Matlab、Math-ematica、Lingo 等软件的应用，加之学校平时缺

乏对教师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或者在开展培训师缺乏整体性

和科学性的规划，从而导致大部分教师在使用教学软件这一方

面的能力欠缺。

（三）教学模式单一

在高职数学科目的实际教学中，除了教师本身技术能力的制

约，教师的教学方式还在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以教师对 PPT 的应

用为例，部分教师认为 PPT 教学不如板书教学的效果显著，因

为板书教学可以将数学理论知识的推导过程完成整的呈现出来，

可以使学生明白数学理论知识的形成原理和推导过程；如果运用

PPT 进行教学，那么形成“数学知识发布会”的现状，学生在教

学过程中只是对 PPT 进行拍照和抄写、总结，忽略了教师的授课

内容，难以提高学习质量。而部分教师则过于依赖 PPT 教学，按

照 PPT 所演示的教学内容进行照本宣科的解读，不懂得对学生进

行理论知识的拓展，如果撤掉 PPT 则什么都讲不出来。这两种教

学手段都降低了信息化教学的质量，难以促进学生发展。

（四）学校机制不够完整

在高职院校推动信息化教学改革的主体是教师。教师的积极

性和能动性决定了信息化教学改革的成效。但是在当前实际情况

下，仍然有许多高职院校的信息化教学改革机制不完整、不全面。

首先，是在培训方面，不重视对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技能的培训；

此外，教师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少，通过多方面的数据参考可以看

出，中青年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技能的掌握能力明显优于老年教师，

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导致技术的年龄段分布不均衡；最后时缺乏合

适的奖惩机制，这种情况导致教师难以形成提高自身信息化教学

技术的积极性，导致“学与不学一个样，用与不用一个样”，影

响了信息化教学的开展。

三、高职院校数学信息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一）注重发挥信息化教学的重要作用

作为信息化教学的实施者，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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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学习信息化教学的相关知识，将信息化教学融入到实际教学过

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提升高职数学的教学效果。

这就需要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积极参与现代化教学的相关

培训，同时，在课堂上灵活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专

业课知识展开数学理论知识的相关教学，充分发挥信息化教学的

作用。

比如，我在开展《不定积分》的相关教学时，为了使学生更

轻松地了解不定积分公式的形成原理，我通过多媒体教学平台为

学生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案例：“在某段公路上限速为 80 公里每小

时，但是有辆车在这段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现场勘测，

马路现场的刹车痕迹为 30 米，经计算得知该车的最大刹车加速度

为 15 米每秒。于是交警判断车主超速行驶，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

任。但是车主认为交警判断有误，请你给出理由，交警的判断是

否有误？”在展示完教学问题之后，我要求学生展开分组讨论，

引导学生在生活化的情境下展开数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经过

充分的交流思考，明白“车辆的初速度为所求问题，而已知条件

为汽车在刹车时的加速度和刹车距离”，这样，学生在思考过程

中需要探究刹车速度与加速度的关系以及刹车距离与速度的关系，

从而产生原函数的概念，此时我在原函数的基础上由其多值性引

出不定积分的定义，使学生在连贯的思维中明白不定积分公式的

形成原理，加深学生对数学理论知识的认知。

（二）注重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降低理论难度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信息化教学可以有效降低高职数学的

理论难度，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数学

知识的效率。因为信息化教学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平台对理论知

识进行直接体现，从而加强理论知识的直观性。因此，教师在开

展数学理论知识的教学时，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惊醒多媒体教学，

发挥信息教学的优势。

比如，以几何画板为例，作为一款动态几何图形制作工具，

几何画板具备传统教学工具所我拥有的优势。对于教师不能手动

画出的工具，教师可以借助几何画板轻松制成。另外，PPT 作为

简单易上手的教学工具，在进行数学理论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有着

重要的作用，在 PPT 课件中，教师可以插入图片、动画和相关教

学视频等，提高高职数学的教学质量。但是，在应用 PPT 进行课

件制作的过程中教室应该注意，PPT 要和板书相结合，保证学生

在通俗易懂的教学手段下明白理论知识的产生原理；同时。PPT

的教学内容不能和板书设计内容重复，相关视频的长度要合适，

不宜因时间过长而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以《求曲边梯形的面积》

相关内容为例，由于曲边梯形的面积没有一般公式可用，所以，

我在实际教学中通过几何画板和 PPT 以及板书相结合，通过几何

画板做动画演示，进行“分割，近似，求和”的演示，通过 PPT

为学生展示详细的解题步骤，同时通过板书为学生把握住相关知

识点的主体脉络，这样，通过三者的有效结合，降低了高数理论

难度，是学生更加直观的进行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从而

提高高职数学的教学质量。

（三）注重数字化平台与教学内容的结合

教师在开展信息化教学时，数字化平台的选择十分重要，功

能全面的数字化教学平台更方便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也可以

加深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使教师了解到教学活动中的重难点。

教师在选择辅助教学平台时一定要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充分

发挥教学平台对教学工作的辅助作用，同时兼顾学习平台的趣味

性，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兴趣的驱使下开展学习活动。

例如，我在开展《定积分》的相关教学时通过数字化教学平

台对学生展开教学，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从而降低了定积

分知识教学过程中的理论难度。在开展定积分的概念教学时我为

选择了超星教学平台，通过其简单易上手的操作为学生制作了这

样的数学模型引导学生思考：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问题，假设某

一物体以速度 v=2t（米每秒）开展变速直线运动，求该物体在 t=3

到 t=6 秒所通过的路程。通过教学平台，可以为学生很好的演示

该物体的运动过程，使学生在直观的视觉效果下开展设想，实现

抽象理论知识形象化的过程。我引导学生把时间分割成若干小段，

在每一个时间段上将物体的运动看作是匀速运动。（假设每个时

间段末的瞬时速度与该时间段上的速度。）比如，分 1 秒为一个

时间段，那么这样计算的路程近似值为 S=18 米；再分一秒为时间

段，求得下一段路程 S2，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是不是时间段分的

越小，所求路程 S 就与实际路程越接近？按照这种思路通过分割、

近似、求和、取极限的步骤得到所需结果。同时在数字化教学平

台上为学生进行动画演示，降低理论难度，从而加深学生对定积

分概念相关知识的理解。

四、结语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为教师在高职数学

教学过程中开展信息化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教师

在开展信息化教学时，要及时转变教学思路，通过加强对信息技

术教学手段的学习，做到理论知识与信息技术的相互融合，降低

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难度，激发学生对学生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

与此同时，教师要注重专业课知识与数学理论知识的相互结合，

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理论知识时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为学生今后

的创业就业之路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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