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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应用于培智学校课堂教学中，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教育实践中对智力障碍学生进行数学教学中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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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

息化 2.0 行动计划》。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化新的使命，也必然对

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特殊教育教师的信息化教学

能力是教师在现代教学理论指导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针对具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在教育的各方面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其

康复水平，加快其融入主流社会的步伐。它要求教师在观念、组

织、内容、模式、技术、评价、环境等一系列教学相关要素素上

设计与创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信息技术应用于培智学校课堂教学中，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必然要求。《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培智学

校生活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须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要注意信息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整合，注重实效”。 

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对智力障碍学生进行数学教学中使用信

息化教学手段，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生活数学与信息化教学相结合的重要性 

相对比于传统的生活数学教学模式，在生活数学课堂中    运

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生

动、形象的展现在他们的眼前。信息化教学为生活数学的课堂注

入了生机与活力，它可以作为智力障碍学生学习数学时强有力的

认知工具。研究表明：人们感知事物是通过多种感官进行的。而

生活数学课堂中的信息化手段能够将某一学生需要进行学习的

知识点通过声、色、形、动相结合起来，呈现给学生一种接近其

认知水平的状态，将学生的多种感官相结合起来，给以学生综合

性、多样性的外部刺激，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同时，也促进

学生的认知发展。 

例如，教学“认识快慢”一课时，利用交互平板展现“比赛

跑步”的场景，导入“快、慢”这一概念，引导学生对“快慢”

形成初步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利用多媒体呈

现多组“比赛”的场景，促使学生认识“快慢”。根据生活常识，

在“比赛”前设置“起点”与“终点”，先到达“终点”的就“快”。

师生一起做裁判，齐声喊出“预备开始”，“比赛”开始进行，利

用动画移动“参赛者”，直观生动的将比赛场景简单化的展现在

学生眼前，从而使学生非常直接的感知“快、慢”。而在教学过

程中，学生始终以“裁判员”的身份参与“比赛”也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积极性。 

二、信息化教学在生活数学中运用的现状 

在生活数学中恰当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有利于更好地完成

教学目标，但是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只是辅助教师“教”的演示工

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它看作是促进学生学习的认知工具，

要把这个理念从始至终的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例如：在“认识数字 3”这一课中，我曾将这节课都以课件

的形式展现，利用“数字歌”导入，通过课件图片展示引导学生

认读数字 3；多媒体游戏练习引导学生“点击”数字 3 从而达到

学生认识 3 的教学目标。同时，也已课件的形式引导学生参与数

数的过程，将整个的教学环节全部用信息化的教学方式呈现。在

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极强，看起来学习氛围良好。 

但是，在后期我看到了自己的教学视频，我注意到了一个问

题。由于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以信息化的方式展现的，所以这个问

题就尤为明显。一般来说，学校会在每个教室配备交互式一体机，

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的情况并不常见，我的生活学数学课堂上

也是只有一台交互式一体机。所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如果想让

学生进行操作，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对一”或者“一对二”

教学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注意力只在指导这一名或两名学

生的操作上了，而其他同学基本上都是在座位上处于空闲状态，

这样一来，整节课的教学效率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在练习环节，

大大增加了学生的等待时间。 

三、反思与建议 

信息化应用于培智学生的课堂，要求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从

教学实际出发，科学的安排教学活动进程，要对教学过程不断地

进行自我批评，反思和改进，将信息技术有机的融合进教学中，

审慎信息化和数学教学的关系，不可过分强调信息化的运用。 

教师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应用信息技术，什么时候可以相对少

的应用信息技术，学会在生活数学的课堂中科学运用信息化。运

用信息化虽然是大时代的要求，但是一定要适时适事，衡量学生

与课堂的实际情况，恰当的运用信息化，将信息化的优点最大程

度的展现，这才是衡量新时代特殊教育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标

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