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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研究 
◆符美琼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文章主要研究信息技术在中小学各个阶段教学数与代数、图形与

几何、概率与统计方面中的具体应用，指出信息技术通过动态的展现某

些抽象知识的生成过程，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法则。同时举

例说明信息技术在解题中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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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也是 重
要的一门课程，数学教育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应该
借助社会进步的成果来推动数学教育更大的发展，比如信息技术
的使用。《义务教育是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指出：数学课程
的设计与实施应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
生学习和解决问题强有力的工具，它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使学生乐于，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学习中去。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现信息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的注意力在学生的学习中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小学生。数

学的抽象性使得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并不高，这时教师可以利用计算
机、图形、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用虚拟实验工具代替实物操
作，给学生一种全新的体验，可以有效突破数学学习的难点。 

（一）信息技术在几何教学中的使用 
信息技术在教学中使用 多的莫过于几何教学，这是因为教

授几何 有效的方法就是直观想象，然而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图
像模型都用实体展现出来，这时就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在这里我
以三视图教学为例，新课标要求本节课内容的突
出特点是直观感知，通过大量的几何直观分析，
以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我将使用几何画板
动 地展现如图这种复杂几何体的三视图生成
过程。由于纸质版条件的限制，我只能采取部分
截图的方式展现出来，事实上动 版的效果会更
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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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二）信息技术在概率统计中的使用 
概率与统计知识板块贯穿中小学各个阶段，小学阶段一般是

直观形象的内容，而初中增加了新知识，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
均有了加深，导致有些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不太清晰。比如
在九年级概率教学中有这样一个题：小明随机投掷一枚质地均

的硬币，他已经掷了两次硬币，结果都是“正面朝上”，那么，
你认为小明第三次掷硬币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可
能性相同吗？如果不同，那种可能性大？说说你的理由，并与同
伴交流。在遇到这种题时，可能有的同学能够一下子反应过来概
率都是相同的，并且概率都是 0.5.但是有的同学不能这么理解，
他们可能真的会以为正面朝上的可能性要大些。显然我们不能真
的投掷 10 遍、100 遍甚至 1000 遍硬币来说明无论投掷多少遍概
率都是 0.5 的事实。此时我们可以用几何画板模拟抛硬币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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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拟实验中，点击“投掷”按钮，图中的硬币就会自
发的随机转动正反面，并且在图中标明总的投掷次数和出现正面
的次数以及出现的频率。同学们通过观察这个实验的全部过程就
能够理解无论投掷几次硬币，出现正反面的频率在 0.5 左右，所
以正反面出现的概率就是 0.5. 

二、信息技术在解题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可以帮助教师的教学新

课外，还可以帮助教师的解题教学，比
如讲解一些复杂的动 几何题时，如果
仅用静 画图或口头表述难以表示清
楚，甚至教师给学生说明答案后，学生可能依旧不会理解，比如
对于下面这道小学数学问题来讲：例：如图圆 O1 与圆 O2 的半径
相等，点 P 是圆 O2 上一点，若让 O2 围绕 O1 旋转一圈，那么点 P
围绕 O2 旋转了几圈？ 

当同学们看到这个题时，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转了一圈或者
其他答案，也许有些老师在没参考答案之前也会产生错觉，当老
师们公布正确答案时，很多同学或许并不理解。其实对于这种题，
如果采用信息技术，通过直观观察它的运动以及追踪点 P 的轨
迹，答案就一目了然。利用几何画板，我追踪了点 P 的轨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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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用心研究教学内容，努力发现内容与内容
之间的联系，能够借助信息技术的时候就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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