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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信息技术资源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陈  红 

（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中心小学  广东省茂名市  525000） 

 
摘要：随着第八次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小学数学学科也正在尝试创新教学模式，因此，

教师需要对信息技术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不断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为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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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课程改革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社
会建设培养会学习的人才，信息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但是，当前信息技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不利于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本文将从以下方面，简要论述如何对信息
技术资源进行优化，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借助信息技术搭建自主学习平台，科学落实新课标理念 
信息技术相对于传统教学的有点在于，其集中了图文信息、

声像资料和网络资源的优势，教师借助信息技术教学能够有效提
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小学数学借助信息技术资源能够落实新
课程标准理念[1]。 

例如：在进行“方程的初步理解”教学时，老师利用多媒体
课件展示未知数的概念，并教会学生未知数的表示方法，使学生
明确知道未知数是可以随便用一个符号代替即可，而不是非要用
X，然后通过展示图片的形式，让学生尝试用含有未知数的算式
表示图片内容，这样便于学生理解，降低难度，增强了学习效果。 

2.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游戏式教学，增加学生参与度 
小学阶段的学生，根据心理学描述，不随意注意占据重要地

位，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学生们只会注意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因此，老师在教学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有趣的数
学游戏，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的数学热情。 

例如：在学习《元、角、分》这一课时，我利用多媒体课件
向学生们展示了各种面额的钱币，并在屏幕上出示一元等于十角
的动画，学生在观察中学会换钱，然后，又制作了钱币教具，在
课堂中模拟售货游戏，让一部分学生扮演售货员，让一部分学生
扮演顾客，在游戏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购买物品，学会了如何
找钱，学会了如何计算，这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方
式。 

3.巧用信息技术手段优化课堂教学结构，突破教学难点  
小学阶段数学内容多数是抽象的，而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发

育尚不完善，无法对抽象的数学知识进行有效感知，所以导致许
多学生数学成绩不好，特别是数学中有许多公式需要进行推导，
单凭老师讲解学生是无法完全掌握的，所以要通过直观的教学方
式，让学生进行感知[2]。 

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方位知识，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在现实中
还没有完全分清方向，到了课本上更是难上加难，借助信息技术
能够帮助学生们加强理解，记得我在上这节课时，我在多媒体课
件上，制作了学校周围的建筑物，我把学校放在中间位置，然后
问学生学校的北面有什么？学生们回答是小区，我就利用动画将
小区呈现到学校上方，又问学生学校的南面、东面、西面是什么？
然后用相同的方式分别在学校的下方、右方、左方出现相应的建
筑，使学生通过直观感知的方式，理解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概
念。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们学习热情高涨，注意力高度集中，
自己主动在头脑中建立方位概念，教学效果很好。 

4.借用信息技术整合课程资源，丰富学生的知识视野  
小学数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实现了小学数学内容的丰富，

从而提高了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 
我在上课时，经常会利用信息技术搜集有关于所学内容的信

息，在讲解过程中，通过向学生展示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开拓学
生的视野，比如说在学习购票方案时，我会向学生展示过节时的
购票场景，并向学生提出问题，怎样设计购票方案比较合理，学
生们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仔细观察课件上的内容，自己设计购

票方案并计算出每种方案所需要花费的钱数， 后在全班交流，
评选 好的购票方案，这就通过教师引导、自主学习和合作交流
的方式，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识，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5.运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使数学教学生活化，拉近数学与
生活的距离  

小学阶段的数学课，以计算题为基础，以应用题为重点，但
是，因为文字描述过于抽象，学生们往往不能根据文字描述准确
理解题意，这也是数学成绩悬殊大的缘故，在教学过程中，老师
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将抽象的文字描述，换作生动的动画演示，让
学生在直观感知中，体会到学习数学的重要意义[3]。 

例如：在学习计时法时，就可以打破教材结构安排，先安排
学生自主学习表盘制作，可以与同学合作完成，也可以在家长的
陪同下，利用信息技术查阅网上资料，明白为什么会有 12 小时
计时法和 24 小时计时法的区分，我在教授这一课时，就给学生
们安排了这样的家庭作业，我让学生们回家去用信息技术查阅
24 小时的由来，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都对网络很感兴趣，多以
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上课时，许多同学把从网络上搜集的知识
进行了全班汇报，同学们在相互交流中，明白了计时法的由来，
还查阅到了中国 古老的钟表——日晷，并带来了自己亲手制作
的表盘，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树立起了身边处处有数学的思
想，还让学生开阔了视野。 

结语：总而言之，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数学教学，有助于数学
贴近学生实际生活，通过对信息技术资源的优化，可以让学生在
观察、体验、研究中启迪智慧，实现教学景与情的完美结合，有
效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提高小学数学教学效率和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 

以上是本人就小学数学教学，针对优化信息技术资源，提高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阐述的一些不成熟见解，不足之处，恳请广大
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吕世华.信息技术课中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J].

课程教育研究.2013(34).141. 
[2]王玉珍,崔振帼,杨爱民.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模式下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4 
(02).171. 

[3]金鹤.信息技术教学中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3(10).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