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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信息化技术让教学如沐春风
唐　翔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上海 200441）

摘要：信息化教学最典型的特征是：实时性、直观性和交互性。

它代表了现代教育技术的主要特点，其优势是传统教学手段所不

能比拟的。以高度抽象性为特点之一的数学科，包含着很多抽象的、

枯燥的、难于理解的内容，多年来，教师们虽然积累了不少传统

教学模式下的这些内容的一些较直观、较形象的处理方法，但未

能系统地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抽象的内容，而应用信息化技术进行

教学，可以使课堂教学的内容反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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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对于大多数中职学生来说是学习的“软肋”，大部分学

生入校时起点相对较低，文化基础薄弱，两极分化严重。如今，

信息化技术已经融入了大、中、小学校园的课堂，它改变了传统

的教学模式，其生动的直观感受、清晰的影像及可动画性，极大

的优化了教学过程，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形象、直观，给传统

的教学模式带来了勃勃生机，如沐春风。下面选择了两节课谈谈

个人在利用信息化技术教学的一些心得。

一、《正弦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许多学生在分析抽象的函数问题时显

得能力不足，对于函数图像结构记忆不深刻；五点法画图时找点

错误，图像曲线更是五花八门 ...... 由于问题太多太杂，教师教授

起来显得非常吃力。

（一）利用 Geogebra 软件探索函数图像

学生在有了单位圆的思想后，教师引导其寻找 )sinαα，（ 这样
的点的轨迹，通过拖动改变角α 的值，在坐标系中随即出现点的

轨迹，并可改变角的范围，寻找周期，整个过程动态、直观。

五点法画图是《新课标》中要求学生掌握的技能。学生可拖

动滑动条寻找到一个周期区间中最“特殊”的五个点，然后记录

这五个点的坐标值，徒手绘制一个周期的图像。由于学生已经用

软件寻找到了函数图像，在五个点位置确立的情况下，很容易“依

样画葫芦”的画出正弦函数的图像了。

（二）利用类比法完成余弦函数的探究

有了前面的学习经验，学生可自主地完成余弦函数图像和性

质的探究。最后需引导其分析正弦函数与余弦函数的不同之处。

传统模式将正弦和余弦函数分课教学。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

在尊重学生认知规律的基础上使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进度加快。

（三）拓展性学习

中职学生能力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明显，其中不乏学习热情高，

思维活跃且能力强的学生。本节课在课尾段借用 Mathmatics 软件

进一步动态分析 kxAy += sin 中 A 和 k 的出现使得图像发生了什
么变化。操作过程也是让学生自己完成，参与度高，不少同学已

经感知其两个变量对图像的影响，小部分同学能总结变量在不同

范围时的情况。教师并没有告诉学生研究的结果，而是留给学生

课后继续思考：若 ）（ ϕω += xAy sin 多个变量出现，它们会对图像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同时布置了课后作业，用五点法画 1-sin xy =

和 xy sin
2
1

= 的图像。

这节课的教学场地在计算机房，使用的软件是 Gegobra 软件

和 Mathmatics 软件，利用这两个软件可以直观有效地通过学生自

己的操作寻找到函数的图像，并根据图像分析函数的性质。整个

过程循序渐进，教师指引学生通过自主探索、获得知识，潜移默

化中接受并理解知识。教学方式贴近学生，学生学起来轻松、有

乐趣，有成就感。

二、《三视图》

（一）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在讲解三视图的形成和其投影规律的时候，我利用 CAXA 实

体设计软件做了三维空间的投影面，并在空间中放置了一个长方

体，结合 flash 动画软件将长方体向三个面进行投影。由于多媒体

软件制作出来的图像具有很好的立体感，投影效果又非常的真实，

教师在课堂中能够比较轻松地说明问题，学生也很容易掌握，与

传统的“粉笔 + 黑板”模式相比，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绘制三视图

动手绘制三视图：这部分能力是本节课每个学生必须达到的

学习技能，要求在掌握三视图投影规律后动手操作，在这部分练

习中，利用多媒体从最为简单的长方体三视图开始练习。

多媒体演示一遍后再用粉笔带领学生绘制一遍，在绘制过程

中，还要不断强调三视图的作图规律：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立体几何中的《三视图》这节课，由于学生初次接触立体内容，

空间概念还不十分明确，而教学教具的单一和固定也无法锻炼学生的

空间思维能力。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传统的授课模式不仅让教师在课

堂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学生听的也非常吃力，达不到很好

的教学效果。我利用多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弥补学生在理解抽象问题中的不足，提高了教

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有利于学生空间思维能力的形成。适合学生的学

习能力，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真正让学生易于理解和掌握。

三、结语

教学过程讲究“知行合一”，数学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是抽象

学科，无法“知”何谈“行”。信息技术的协助可以弥补学生在

一般到特殊，形象到抽象概括方面的不足；创建有利于学生学习

的平台，只要方法得当，运用合理，同样可以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学生可通过自身的体验去探究知识，体验获得知识后的成就感和

价值感，同时形成良性的学习环境；改变了教学中教师教，学生

学的灌输模式，同时突破了传统教学的困境；经学生的作业检查，

课后提问，教师评课等方面的了解，教学效果令人满意。

上海中职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倡立德树人，以学生发展为本，

以能力为重，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凸显学科育人价值。重

视学习过程体验，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教学不再是以应试为最高

目标，分数不是关键，人的素养和能力培养才是我们作为教师的

神圣使命。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更早地走入社会，具备良好的学科

能力和个人素养才能为社会所用，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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