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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杨永智 

（甘肃省敦煌市西关小学  甘肃敦煌  7362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为了更好的实现素质和教育，大家对于教育教学质

量的把控力度也在悄然提高。当处于现在的一个信息爆炸大环境之中，人们接触外界信息的方式和渠道更是多种多样，但对于学生

时代来说，尚未形成完整的辨别能力，更是需要学校的正确引导，紧跟时代进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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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quality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quality and 

education, everyone's control over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also quietly improving.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xplosion environment, people 

have a variety of ways and channels to contact external information, but for students, they have not yet formed a complet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and they 

need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schools to keep pace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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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宏观角度来说信息素养当中主要包含了信息能力、信息意

识、信息知识、以及信息品质四个类目共同组成，所以为了更好的

实现全方面提升一定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在《中小学数学课

程标准》条例中明确规定，在完成日常教育教学目标的同时，还需

要不断加强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增强教学质量来提升大家的实

践水平以及信息素质水准，以此来实现教学的最终方向[1]。 

1 建立正确的数学观 

在未来的社会空间，各企业单位不但需要具备超强运算水平的

人才，还需要同时具有数学思维，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带动作用，

提高思维运转能力。所以为了更好的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准，教

师不但要牢记育人为本的基础，还要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建立数学

观。《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表示，每一位学会都应具备

基础的素养水准，教学课堂中开展日常教育的同时还要让大家认识

到数学对生活所带来的影响，真正让教学渗入到生活中的各个角

落，才是实现数学教学的充分价值[2]。首先在教学任务中当中是以

学生为本，根据实际状况调整相应的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在数学

课堂中的主动性为目标，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数学学习环境，实

现数学教学的最大价值。其二就是要深入发现数学源泉，在完成基

础教育的同时，将日常生活中和数学相关的联系举例出来，并让学

生以此方式举一反三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将数学知识和生活相互融

入，不但能够更好的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在实现数学零接触的

同时，还能够更好的锻炼大家的问题解决能力。其三就是学生之间

合作交流，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互相学习和交流是一种切实有效的

学习方法，在教学课堂当中就可以让学生之间互相探讨，各自之间

提出相应的论证，然后大家共同的就此问题寻找最优解决方式，在

借鉴他人学习思路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达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可

以促进专业的持续成长，在同样获得学习成果的同时，还能够更好

的展现自身的数学水平。 

2 以教材为根本 

所有的教学方向都需以教材作为基础，是教学方向的重要参考

依据，为了更好的提升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培养素质基础，还需从日

常的教学模式和内容着重入手。数学教材作为多专家学者和教研人

员共同参与的最终收获，在为大家提供基础数学知识的同时，还能

够从中发现更具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直观数学教材中的整体结

构，大部分都是根据科学板块来进行分布的，学生在课堂中所接收

的知识点相对紧密，各链接之间环环相扣，更是能实现举一反三的

道理。所以在数学课堂的规划中，教师不但要完成基础的教材内容，

还需要深入理解教辅材料中所映射出来的道理，探讨其中所带来的

素养教育资源，让信息素养教育能够完好的融入到可以教学当中。 

以《信息获取》课堂教学环节为例，教学流程中可以先为大家

讲述古人最初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然后再通过借鉴对比的方式

认识到现代互联网信息获取的差异，鲜明的对比能够更好的加强大

家的记忆[3]。同时也能够让大家在对比的基础上，全方面认识到数

学为生活中所带来的作用，增强数学学习的主动性。 

3 调动学生的课堂活跃度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凡事只要是在热爱的前提条件下，必定都

会让人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激发大

家的课堂活跃度，一定要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调整，多方提升学生的

整体信息素养[4]。简单从数学课时的占比上来说时间是有限的，如

果只是简单的想要通过课堂时间来提升大家的信息素养，仍具有一

定的挑战，建议教师在数学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

可通过相应的小游戏或者直观感受，调动学生在课堂中的活跃度，

激发大家在学习中的主管能动性，让学生能够对数学保持相应的热

爱，以此来通过主观意识方面更好的实现信息素养教育。 

以《数字化信息加工》课堂教学环节为例，在开展“文本信息

加工与表达方法”的课堂内容当中，可通过家乡作为教学主题，让

学生踊跃表达自身的看法，可通过各类的辅助软件等做好教学准备

工作，以丰富的图片和文字方式调动课堂教学的活跃度，并举例典

型的家乡特色，通过当地的风俗人文来加深大家的认识，增强课堂

教学氛围[5]。并指导学生综合自身的想法，以网络上搜查的数字化

信息融合自身的认知，通过软件制作电子宣传报，让学生能够更好

的参与其中，认识到数字化信息的查找和加工，能够灵活利用相关

信息完成对应目标。 

4 开展数学课堂的拓展活动 

相对于其他科目，数学更具开放性和实践性，在达成基础教学

目标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锻炼大家的理性思维水平，所以以数学作

为导入点能够更好的让学生将课堂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然而

在以往的应付式教学当中，教师为了教学目标了填鸭式的将知识内

容传输到课堂当中，不但让学生过于被动，也无法创造一个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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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氛围来调动大家的学习兴趣。所以在教学课堂中，教师一定要

根据实际状况开展时间活动，或通过课外的生活化教学方式等，让

学生能够更好的将知识引入到方方面面[6]。开展相应的课堂延伸训

练，增强学生全面信息素养水平，让学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被动教

学方式，转而主动的参与到课堂节奏当中，通过实践操作的原理来

增强对知识的理解。 

以《数据管理技术》课堂教学环节为例，在此类教学内容当中

主要以“数据库安全与北方”及“数据维护”两个方面为主，课堂

教学中可结合“计算机算法与程序设计”内容相互融合，将传统的

数学课堂延伸到计算机相关的类目当中，能够更为直观的让大家认

识到计算机程序设定的重要性[7]。为了更好的让课堂内容联想到日

常生活当中，可以让大家试想一下，日常在使用互联网平台的过程

中，会不会在浏览网页或者玩游戏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计算机中

度或死机等现象，并让大家回答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处理办法。然后

正确的为大家讲述计算机相关的存储、识别、以及防范病毒的正确

方法，让大家在利用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还能够相应的维护一

个健康的网络环境[8]。这样也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数学在为大家提

供便利渠道的同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学正确的为自身创造

健康的网络平台，全方位增强大家的信息素养水平。 

5 小结 

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总结，针对以往的经典案例深入探

讨，首先在完全理解并能够顺利融入到生活中的时候，才能够更好

的为学生进行讲解。课堂中再结合生动形象的讲解模式，调动大家

的学习主管能动性，以数学模式为主的方式逻辑清晰的向大家传输

课堂知识，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信息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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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前推送的一些小视频常常涉及一些伦理争议问题、社会事

件及临床案例，在课堂中给学生时间来自由阐述观点，可以实现课

堂翻转，激发学生的主动求知热情。在本课程中，先后就先天畸形、

宫外孕、畸胎瘤等案例开展过分析，也就人造子宫、代孕事件、基

因编辑婴儿等热点问题开展过讨论及辩论，获得了很好的反馈。 

2.3 课后习题 

作为清华大学的通识选修课，课程注重挑战性。基于雨课堂的

课后习题，可以对课程中的重点进行巩固，另外也通过一些拓展阅

读材料来延展课程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雨课堂可以发布一些主观

题，对课程中的知识点进行延伸讨论。在本课程中，课后习题的形

式包括让学生对胚胎学的一些重要结构进行绘制，或者对某一争议

问题用语音回答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见解，或者针对课题上的难点开

展文献调研并回答指定的问题。 

2.4 过程性评价 

本课程的传统考核包括期末考试、实验报告和平时作业。采用

混合式教学以后，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基于雨课堂的课前习题和

课堂限时答题的结果，将作为学生成绩的重要考核部分，比重约占

期末总成绩的 60%。这使得对学生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客观了。 

三、总结与展望 

3.1 学生反馈 

基于对某教学学期的 20 位选课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85%的学

生表示对雨课堂“很接受”或“基本接受”，10%的学生表示“无所

谓”，5%的学生表示“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是认为雨课堂这样的

交互方式更适合中小学，而不适合于学习能力强的大学生。这也给

雨课堂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方向，例如如何针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

生设计个性化的互动环节。 

3.2 同行评议 

课程在多个学期邀请校内专家观摩，专家给出的意见包括：“通

过雨课堂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以及提问互动，活跃了课堂气氛。”“通

过同学扫描二维码，利用雨课堂上课，现场即问即答，这种现场交

流方式效果非常好。”“雨课堂设计完备，有效辅助教学。”可见该

种形式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3.3 不足与展望 

在雨课堂实施过程中，笔者也遇到各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

硬件方面，曾多次遇到教室无线网络信号不好、教师无法及时刷新

PPT 或者学生无法及时答题的问题，这些小问题会耽误课堂时间。

另外由于课内限时习题会计入学生的期末成绩，这也使得在教师端

或学生端无法出题或答题的情况下，会影响学生的得分。但硬件相

关的问题会随着学校对教室和通信信号的改造而解决。 

另外笔者发现课前推送的预习材料阅读率偏低，大概只有 50%

的学生点击了预习材料，这也提示如何保证学生的主动性是一个需

要解决的问题，在无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学生对于选修课的投入

偏低，因此未来还需要更多方法来提高课前课后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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