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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漫思茶——趣味游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分析 
高嘉 

（淮安市淮海中学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进程逐渐深化，如何调动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发展学生的数学素养，是教师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趣
味游戏是一种较为经典的数学教学资源，教师可以结合教材知识点，适当引入游戏活动，让学生在游戏中获取数学知识，强化数学
思维，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本文简要分析了趣味游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对趣味游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深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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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组织趣味游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学

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促使学生在游戏中获
取数学知识，发展数学思维。在实际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
数学知识内容选择合适游戏方式，营造趣味、轻松的课堂环境，让
学生在愉悦中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凸显“青山绿水漫思茶”这
一思想[1]。 

一、趣味游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通过展开趣味游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中数学知识学习

难度较大、抽象性较强的情况，促使学生对数学知识产生好奇心与
学习兴趣，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几何知识的讲解中，教师
可以组织开展“手影”的游戏，以全然不同的形式吸引学生目光，
将枯燥的数学知识活化于手影现象中，引导学生在观察手影、创作
手影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几何特征，在游戏中发现几何三视图，对
其进行归纳总结，实现学生对知识的透彻理解。此外，趣味游戏有
助于发展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数学知识体系
较为复杂，内容繁琐，很多学生对教材中的知识缺乏深入了解，不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实现学习目标。组织趣味游戏之后，学生在游戏
的过程中逐渐摸索中自主探索数学知识的方法与过程，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能够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从而提升学生的数学
综合能力[2]。 

二、趣味游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纸片叠加游戏，趣味探究“数”的知识 
高中数学知识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与抽象性特征，包含大量的

“数”的知识，一些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够依靠教材内容、
教师讲解明确数之间的关系，掌握数的规律。教师将趣味游戏引入
“数”方面知识的教学互动中，引起学生的参与兴趣，让学生在趣
味游戏活动中发现数之间的规律，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在“等比
数列通项公式”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 2 课时，在第一课时中讲
解了“数列”、“通项公式概念”、“数列等比关系”等知识点，但是
一些学生仍然一知半解。在第二课时中，由于学生已经具备对数列
概念的初步认知，教师引入数学趣味游戏：纸片叠加；教师提出游
戏要求：请利用你手中的纸片，分别对着 5 次、10 次、20 次、40
次，请问你能够做到吗？叠加之后的“小纸片”数量发生了什么变
化？面对这种有趣的要求，学生纷纷操作，一些学生发现叠加到 20
次时已经到了极限，由于厚度较大已经无法再继续叠加了。学生通
过观察分析之后得到结论：数列{a20}是第 20 项与序号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的表示式子就是我们之前学习的等比数列通项公式。由此
可见，面对学生难以理解的“数”的概念，运用趣味游戏能够有效
突破学生的认知屏障，以直观的游戏现象帮助学生解惑，强化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透彻理解。 

（二）几何模型创意游戏，动手践行几何知识  
根据目前高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可以发现，一些学生的动手

能力较差，且面对数学几何知识内容，能够对几何概念、特征倒背
如流，但是在实际运用时无法灵活运用几何知识，缺乏对几何特征
之间关系的掌握。因此，教师在几何教学中引入趣味小游戏。在讲
解几何图形与立体几何的特征时，教师为班级学生准备了铁片、铁

丝、易拉罐等材料，提出“请大家根据你的理解制作长方体，同时
利用铁丝在长方体中‘衔接’，得到若干正方体，请大家发挥你的
聪明才智，创造出不同的正方体与长方体吧！”。在此游戏活动中，
班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纷纷研究如何能够创造出可以“衔接”与
“剪切”的铁丝长方体。其中一名学生表示：我想要利用铁丝做出
长方体模型，使用 1 号铁丝作为模型框架，使用 2 号铁丝连接模型
的对边，调整每一组对应边的铁丝数量，最终在长方体模型中搭建
出若干正方体结构。通过这次游戏，学生能够在操作、观察、尝试
与验证的过程中，更真切的了解不同立体几何之间长度参数、体积
变化的关系，进一步感受长方体与正方体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体会
其中内在规律，既强化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同时也发展了学生
的几何素养[3]。 

（三）小组游戏竞赛，充分锻炼学生能力 
在高中数学中教师在完成较差知识内容讲解之后，会不定期的

展开趣味数学的学习活动。在本次活动中，教师融入学生已经学习
的数列、等式、不等式、函数知识内容，提出“弹子的趣味游戏”。
教师表示：这里有 n 个颜色不同的弹子，其中绿色弹子比蓝色弹子
少，蓝色弹子比红色弹子少，每个小组中每人拿 12 个，需要多拿
红色的，少拿蓝色的，且保证自己的手中有三个颜色的弹子。学生
纷纷按照教师的要求取弹子。教师进一步提出要求：你们发现了什
么?班级中一名学生表示：我发现每个人手中的弹子颜色比例都不一
样！教师继续提出游戏指引：那我们假设每个小组都有 26 个红色
的弹子，请问，你们在没有“数一数”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计算知
道小组中的人数吗？通过本次趣味游戏活动，学生能够在游戏中引
入自己学习过的数学知识点，分析游戏条件，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向
及所需要的数学知识点，进一步锻炼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问题分
析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趣味游戏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高

中数学教师，要意识到游戏对于学生思维的启发性与发展性。在教
学活动中，教师要结合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展开游戏活动，
避免游戏难度较大，或者过于简单的现象，以游戏驱动学生探究知
识，支持学生动手实践，锻炼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凸显趣味游戏
的针对性、趣味性与探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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