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46

浅谈新媒体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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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数学教学中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优化教学过程的策略阐述，以为广大数学教师提高数学教学效率提供一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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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进入数学课堂， 以它的直观形象性、丰富多彩性、

富有趣味性、生动活泼性等特点，优化教学过程，不仅弥补了传统

课堂的不足，也给单一、枯燥、机械的数学学习过程带来新的活力，

更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提高教学效率。

一、模拟情境
初中数学教学中要结合初中数学的学科特点和实际学情，选择

最适合的新媒体技术，将新媒体技术和生活化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恰当合理的应用与教学中，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形式更好的呈

现教学内容，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呈现的数学内容要色彩分明、

动静结合，可将城市生活中的数学元素以多种形式融入到课堂教学

中去，利用新媒体技术图文并茂、生动形象、能动会变的特点，给

学生积极创设各种情境，有效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引导学生发现

数学的乐趣和奥秘，从而促进他们积极进行自主学习，提高教与学

的效率。例如，在教授“频率与概率”的内容时，先布置作业让学

生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就是要求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去商场、大型超

市或者公园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通过拍摄短视频，了解人流情况，

在视频上可以配简要的文字进行说明，重点以“性别”等关键词为

中心指标，对频率、概率进行简单的实例描述，或者以举办线上短

视频比赛活动，积极营造“晒比拼超”的学习氛围，同时进行多元

化评价，激励学生们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通过这样多种方式，既

锻炼了学生口头表达等能力，又训练了他们的思维能力，更重要的

是有效利用了新媒体技术，并及时把生活化场景与知识点有效结合

起来，激发了他们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与素养。又如：

在学习“平移”的一节内容时，就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播放大型超

市中的顾客上下电梯时的情境，激起学生的各种感官的参与，让学

生感受到“平移”的相关知识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接着再播放在公

路上行驶的汽车，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骑自己车上学的学生等相关

的视频场景，让学生真正体会理解“平移”现象，并且明白生活中

随处可见“平移”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激起他们学习数学的欲望。进而再多展示一些几何图形的平移现

象，帮助他们真正理解“平移”的含义，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二、直观演示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展示教学内容，可以

把抽象复杂的内容转变为文字、图形、影像资料等，这些资料要保

持几何各个要素之间的精确关系，并精确的表达数学知识和本质内

涵，且体现空间想象力，然后把此资料直观生动演示给学生，促使

学生主动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理解相关内容，提高教学效果与师生

信息素养。 例如，在学习二次函数的内容时，为了让学生掌握二

次函数的顶点、开口方向、对称轴等不同要素的变化，在传统教学

中需要教师在黑板上亲自画出抛物线的图像，然后照着进行理论方

面的讲解，有必要还要画出各种不同的交叉图形。而且画出的图形

具有抽象性和静态化，不能帮助学生很好的理解与消化。但是，如

果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直观生动演示，就可解决这些弱点，降低知

识的难度，节省了很多的画图时间，能化抽象为形象，化静态为动

态，用动态图形清晰呈现抛物线形状随着系数的变化而变化的情

况，还可让学生自主操作，能有效激发学生浓厚的数学学习的兴趣

与求知欲，还能开发学生的智力，促进学生清晰经历知识的形成过

程，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能

力。

三、分解难点
数学教学中会涉及到不少的重难点问题，导致部分学生理解起

来很难，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就要想方设法使他们理解，

针对参与课堂活动。但如果有效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优势，以直观形

象的演示方式具体化原本抽象的内容，简单化复杂的理论，优化教

学过程，有效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其学习效率。例如：在学

习《角的认识》的内容时，学生最难理解的就是“角的大小与构成

角的两条边长短无关”的知识点，存在他们之间有关的错误理解，

为了克服学生这一错误认识，我们就可以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设

计这样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教学情境，即在电子白板上出示两

种情形：一组是两个角相等而边长不等，另一组是两个角的两条边

长相等而角度不相等的画面，引导学生们认真观察画面，要求学生

独立判断每对角的大小？单凭观察，有 75％的学生得出结论：边长

的角大。这是一个错误判定，得出后，我并没有立即否定，接着引

导学生按四人一组合作讨论，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与探究欲望，

马上在一起通过画、比、量、议等多种方法验证，此时得出了正确

的答案。但多少还有点怀疑，为了给学生更进一步直观验证，打消

疑虑，就再次展现认知过程，利用电子白板，显示一个高亮度的

“角”，然后动画演示角及其边的变化过程，要求学生注意这个角

的两条边变化时角的大小有什么变化？当学生们目睹着两边慢慢

地延伸时而角的大小没有变化，马上明白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通

过学生的讨论和观察的方式及新媒体技术的演示，使他们明白了道

理，统一了认识，理解了重点。这样的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加深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发展了思维，提高了效

率。又如，在学习《轴对称图形》这一节内容时，本节课的教学难

点是对称的性质，在传统的教学中，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去突出教学重点，突破难点，就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也不一定能明

白，而如果我们采用多媒体技术的动态演示功能反复回放重要教学

内容和现象，让学生反复观察和比较变化前后图形的异同之处，这

样学生会很快很容易理解，体会到对称的性质，有效突破了难点，

收到了传统教学方式下无法比拟的效果，同时也有效的提高了教学

效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想新媒体技术作用下，要转变教学理念，充分了解

本地初中生的基本学情与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新媒体技术有效

开展教学，发挥其优势，优化教学。但也要把握好利用的“度”，

使之真正为教学服务，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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