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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ebra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实例
杨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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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GeoGebra 软件是美国弗洛里达州亚特兰大大学教授设计的一个数学动态教学软件，其不仅仅可以进行代数、微积分的推导，

更是可以动态地展示几何图形。在数学课堂上运用 GeoGebra 软件不仅能够帮助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模式达不到的薄弱点，更是能够让学生

直观立体的观察数学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几何图像，真正的实现学生数形结合思维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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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eoGebra 软件简介

GeoGebra 软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在软件功能方面其

不仅可以处理几何和代数的问题，更是拥有图表、统计、计算等

操作功能。

图 1

如图 1 所示，就是 GeoGebra 软件的主界面，其包含了标题栏

菜单栏、工具栏、绘图区、指令栏等多个功能。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选择不同的功能来进行操作。比如通过绘图区为学生构建

相应的几何物体，通过代数区能够将图像隐藏的属性展现出来。

教师在教学前应当充分熟悉软件功能，这样才能够熟练地为学生

操作，避免操作不熟悉而导致的教学效率拖沓。

二、GeoGebra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实例

GeoGebra 在高中数学代数和几何等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本

文以高中数学“非欧几何的由来和应用”为案例进行 GeoGebra 软

件的应用，通过实际应用与广大业界同仁共同探究和讨论。

（一）创设教学情景，引导学生思考

在教学前就向学生发放相应的学习材料，让学生能够通过自

主的收集和阅读来准备《几何原本》等。对于欧式几何第五公设

和球面几何等相关知识内容都有着初步的了解和认知。然后，对

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能够充分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思考以下

问题：“非欧几何是否与人们的传统认知相违背？非欧几何在现

实中是否有相应的模型？”这课前准备不仅能够调动起学生对于

本节课的兴趣，更是能够通过助学情境的创设让学生的思维深度

和思维广度都有所拓展，实现学生的数学认同感的逐步提升。

（二）应用 GeoGebra 软件，构建开放讨论

在课堂教学时笔者就会从《几何原本》中设定的公理：

“能且只能做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反向推导：“过已知

直线外一点不能做任何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然后，利

用 GeoGebra 软件中的 3D 动态演示、球面切线构造、角度计算功

能来构建非欧直线。让学生进行这一模型的观察，在学生观察的

过程中抛出以下问题：“任意两条直线一定相交吗？三角形的内

角和可以大于平角吗？”在学生充分讨论思考之后笔者就会通过

GeoGebra 软件进行演示和指导，逐渐引导学生给出自己的猜想。

让学生用规范的数学语言进行猜想的诠释和总结，通过 GeoGebra

软件的引导让学生能够在问题情境中全面积极思考。

图 2　GeoGebra 展示

（二）深入探究分析，完善数学总结

在学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之后，笔者就会利用 GeoGebra 课件

向学生介绍球面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等非欧几何中存在的平

行关系、三角形内角和、相似、全等定理等，让学生通过非欧几

何的一般形式和定理的推导来加深学生的知识认知。这样不仅能

够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更是逐步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

的探究。最后，笔者会通过 GeoGebra 让学生对于本节课用自身的

数学语言进行总结。在总结过程中笔者会利用 GeoGebra 再次为学

生进行演示，加深学生印象的同时也能够形成学生的联想记忆。

三、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对 GeoGebra 软件的实际应用，虽

然笔者在充分学习和借鉴 GeoGebra 软件的应用实例之后才在实际

教学中进行使用，但是依旧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难以在课

堂上应用 GeoGebra 软件进行氛围的调动；在学生抽象化知识学习

时对于 GeoGebra 软件的应用不够灵活，这些都是需要在以后课堂

教学时需要进行更新和完善的。GeoGebra 软件辅助高中课堂教学

能够降低学生的知识理解难度，并且借助动态的趣味展示调动学

生的注意力，促进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学习能力的发展。因此教

师应当对 GeoGebra 软件进行全面的掌握，结合教学实际来进行特

色教学资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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