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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信息技术优化小学一年级数学课堂教学
 刘江英

（仙桃市和平小学，湖北 仙桃 433000）

摘要：信息技术与低年级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依据小学生心理特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让一年级学生们对数学

知识进行形象思维的认识，通过具体形象到抽象思维过渡，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低年级的数学教学，它强调的是生活化、形象

化的教育教学，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作为一年级教师要运用形象的教育教学来激发孩子们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通过现代信

息技术形成多样性的数学课堂教学、直观感知，让学生动脑思考，全面开发了孩子们的头脑智力，从而获取对数学知识的理性认知与巩固。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的大量运用，全面加速了信息技术与学科的结合，赋予了教学形式与学习形式的多样化，转变了教育教学观念，

展示了多媒体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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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具有趣味性、活动性、动态性、更好的学习氛围，

有利于一年级孩子理解数学课堂教学活动，激发一年级孩子们的

热情、学习的主动积极性，有效地帮助了他们的学习，提高了学

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活动能力。

一、联系生活经验与数学知识，促进对知识的理解

一年级的适龄学生普遍具有坐不稳、自控能力较差、注意力

易分散等特殊心理特征，尤其是当孩子们的个体抽象思维能力开

始发展时、思维较缓慢时。具体如：“认识图形一”中立体化的

图形通常具有抽象性，一年级学生对于立体图形这个概念的理解，

学习起来十分困难。教师通常可以利用一年级形象思维的活跃性

的基本特点，帮助他们充分发展其抽象思维，很容易找到解决立

体图形教学的几个难点。如，询问孩子们一个大的正方体是由几

个小正方体拼成，孩子们一般都说有 4个，这时候对于正方形和

正方体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也是由于孩子们的抽象思维发展较慢。

教师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进行拼组小正方体，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

正方体拼组的过程，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只有 8个小正方体才可以

拼成一个大的正方体。通过活动创设生活性的数学学习情境，引

导一年级小学生在活动中认真学习、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生活经验

去进行学习，学会迁移、转化。因此，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

可以通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创设学生们的数学生活情境，

各种动态、具体、形象的特点，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过渡一至二

年级时的学习，理解数学的抽象思维。

具体操作进行一年级上册“认识图形（一）”这一课的教学时，

由于一年级孩子们对抽象思维不易理解，因此，教师通常可通过

借助信息技术，依次生动展示出三维的立体图形，动态性地呈现

在孩子们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常见的物体，如各种长方体物体、正

方体物体、球物体、圆柱物体。为了让学生展示出自己的日常生

活经验，通过信息技术，形象地展示物体从平面到立体的演变过程，

并慢慢地引导一年级的孩子们。随后回答问题，为学生展示了眼

前可直观理解的立体的图形，使数学抽象知识与学生们生活经验

结合。

二、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探究问题的兴趣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年龄较小的孩子们，

专注力不能及时延续，因此，在一年数学课堂中就需要我们教师

充分利用情境进行教学，吸引他们的学习注意力，激发他们的课

堂兴趣，培养他们积极参与数学课堂实践的热情，达到寓教于乐，

寓教而学于趣，从而有效优化一年级学生的课堂教学，发散发挥

一年级学生们的思维。《新课标》中强调指出：老师们在课堂教

学中必须“关注学生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因此，为了给广大

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主动地学习数学知

识，情境创设是非常重要的。

一年级的数学教学，信息技术可使用多种信息媒体。实现图、

文、声、形、像并茂，达到各种教学信息的有机组合，为一年级

学生提供多种的身体感官刺激，课堂教学情境化的创设氛围，具

有丰富的教学新颖性和多种感官刺激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能充分吸引他们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一年级学

生的整体参与性。

如，在一年级下册在学习“分类与整理”时，教师通常可以

首先通过自制的 PPT 等课件，展示各种各样的数学图形。颜色不

同、形状不同的一系列的直观的数学图片，结合一年级学生的活

动情境，创设出学生常见的数学活动情境。然后我们让全班孩子

们在电脑屏幕上快速产生对这个物体最直观的一种视觉形象认识，

进行形象分析，从而在自己心中就会有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类物

体方法，按物体形状来划分物体可以简单分为只有圆形、爱心形、

糖葫芦形的；另外还有一种简单分类的方法，就是看物体颜色可

以分为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让每个学生在这些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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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感知数学知识之后，老师们要做的是适时引导思考。提问：“这

么多不同的图形，应该怎样进行分类与整理呢？”随后学生迅速

回答，兴趣高涨。老师补充说：“按照一定的属性，把同一种的

东西放在一起，就叫分类。”教师及时予以补充这一点课题分类，

教师抓住分类这一时机，立即导入教学课题，探究分类整理教学

新知。然后进行小组合作，通过学生带的学习小工具（图片）直

接进行分类，并详细说明这么分类的理由，总结分类的方法。各

小组代表上台进行操作分类过程。学生提出自己的分类理由和方

法时，教师给予引导，并给予充分肯定和评价。通过提问题进行

检测结果。最后按照学生们从课堂教学实践情境中得出来的成果，

对分类的教学方法一一总结，并归纳整理出来：分类的标准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但物体的总数没有变。

将基础数学知识与实际教学生活密切结合起来，运用信息

技术巧妙地设计出孩子们的教学活动情境，激发了广大学生的

学习活动兴趣和求知探索欲望，解放了学生们的求知思维，同

时也大大发展了一年级学生的认真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

三、通过动画增强直观感知，突破重难点

“直观性的教学”的教学原则告诉我们，对应的教材对学生

知识感知是多种多样的，就越有可能直接促进低年级的学生深入

认识和正确理解并帮助其掌握对生活知识的理解。化繁为简、化

难为易，它能使一年级的学生醍醐灌顶，更好地理解基础数学知识。

增强数学理解力。

如：我们一年级数学课堂上讲“9加几”“8加几”的一些进

位整数加法时，以及学习下册的“十几整数减 9”“十几整数减 8”

退位整数减法时，学生们就需要正确理解和熟练掌握“凑十法”

和“破十法”。教学时可以动态演示加法和减法。

例题 1：9+2。可以先出示 9个小圆片，随后在出示 2个不一

样的小圆片，问一共有几个小圆片？

怎么做呢？按照“凑十法”的要求演示：需要先想 9加几得

10，9 加 1得 10。通过分成，将 2分成 1和 1，拉过刚才的 1个小

圆片和 9个小圆片放在一起，凑成 10 个小圆片（9+1=10）。再想

10 和剩下的 1加起来得 11（10+1=11）。

例题：11-9。可以先出示 11 个小圆片，拿走 9个不一样的小

圆片，问还剩几个小圆片？

怎么做呢？按照“破十法”的动画要求演示：从 10 里面减 9

得 1（10-9=1），1再加 1得 2（1+1=2）。于是把 11分成 10和 1，

从 10 里面小圆片减去 9个小圆片。剩下的 1个小圆片和另 1个小

圆片放在一起，就得 2。

这组数学动画的演示内容可以说非常适用于这一单元所有的

学习，通过信息技术演示使教师的教学过程变简单，帮助学生快

速理解进位加和退位减的算法，非常易于学生接受，学习效果也

非常突出。

当我们的教师在讲加、减法应用题时，一年级学生的头脑中

并没有建立具体的“加”“减”的概念。

如果用动画 PPT 课件演示，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从这个动画

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两个小的部分，由原来的的分开再组合在一

起就是“加”的意思。从总数中“去掉”一部分来，剩下的部分

就是“减”的具体意思。这本来很抽象的“加减”这个概念，一

经动画的演示就完全展现了从形象到抽象的基本理解。

四、结语

在一年级的数学教学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激发起了学生们

的学习活动兴趣，对学习的过程感兴趣，即对现代信息技术这种

新的教学方式感到了兴趣。小学一年级的数学教师们就应该充分

认识学生的特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教学中的手段和教育方

法，来激发一年级学生的求知欲。在我国小学和中低年级的课堂

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有充分地综合运用信息技术，来创设各种直观、

科学、有趣的数学学习情境，才能尽可能地培养小学生们的学习

兴趣，从而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学习数学的热情，培养小学生的多

元认识探究性和学习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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