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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中实施有效信息技术整合的一些观点 
◆覃晓凤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四中学） 

 
摘要：高中信息技术整合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对信息技术的整合的有
效性已经成为我们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如何实施有效的技
术整合，我们可以从高中数学课堂信息化教学的主体、技术及内容整合
三个方面入手，审视高中数学信息化课堂教学的现实状况,解析课堂教学
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实施有效信息技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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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整合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对信息技术的整合
的有效性已经成为我们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随着课
程的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信息技术整合的必要
性，如何实施有效的技术整合，我们可以从高中数学课堂信息化
教学的主体、技术及内容整合三个方面入手，审视高中数学信息
化课堂教学的现实状况，解析课堂教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
实施有效信息技术整合的关键点。丰富数学教学内容，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在多样的信息技术实践活动中进行学习。表
明了突破传统上教学手段为中心的旧格局，上升到一切从学生的
需要和发展为出发点，培养学生信息技术整合发展的新局面。就
高中数学课中实施有效信息技术整合的一些观点如下的阐述。 

一、强调课件设计的互动性 
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的魅力就在于互动性上，而在数学课堂

教学当中，由于数学知识比较的枯燥且抽象，学生的学习水平层
次也都不一样，因此，在数学教学当中，在设计多媒体课件环节
上，尤其要强调课件设计的互动性，进而为达到教与学的水乳交
融奠定好基础。比如，在探究"两角差的余弦公式”的相关内容
时，在"教"的环节当中，让学生参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提高学生
教师与学生的真情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交流、沟通，都
能够使得单调乏味的数学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的生动活泼。 

例如：探究：    sinsincoscoscos   
1.特殊角代入探究   ?3045cos15cos  ooo 由单位圆中作出两

个角的终边，利用平面向量数量积坐标来计算两个向量的积，从
而得到结论：   oooooo 30sin45sin30cos45cos3045cos   
2.而特殊不能代替一般，因此，我们需要把一般情况也进行验证，
当  , 为任意角时，我们是否有相同的式子？ 

（ 1 ）  , 为 任 意 角 ， 且   即
   sinsincoscoscos   

（ 2 ）  , 为 任 意 角 ， 且   仍 然 有
   sinsincoscoscos   

（3）上述可以归纳为 
   sinsincoscoscos)cos(   

（4） 
     sinsincoscoscos)2cos(2cos  kk

仍成立。 
3.但是对于学生来讲，这种直接用字母证明难度也大，因此，

我们对这样的难点进行整合，采取的是利用信息技术中的 VB 程
序进行计算机验证，并且鼓励学生进行参与验证加强课堂的互动
性。课堂中学生恰好输入了几个常见的数字 1314 和 520，这是
我们意想不到的，充分的说明了学生参与强，积极性高。 

二、激励高中数学课堂信息化教学的主体学习，巧妙地安排
数学情境，促使学生更有兴趣的学习 

学生是接受知识的对象，也是教师教授知识的对象，数学本
身就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学习数学知识较枯
燥乏味。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枯燥性，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可以适
当的巧妙地安排一些既能调节课堂的气氛，又有利于帮助学生理
解所学知识的基本情况，这样做便于学生对相关知识产生浓厚的
兴趣。学生一旦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会更主动地学习这
一学科。当学生开始积极主动地渴望学习这门学科的时候，也才
能产生巨大的学习动力，对教师授课的内容能主动地去思考和理
解，为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做好铺垫。此外，学生对数学这门学
科是否具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数学教师。教
师要借助多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安排吸引学生的兴趣、拓展他们
的思维。比如说，借助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来提升学生解决这些
问题后的成就感，进而激发出学生更渴望解决一些更难的数学问
题，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基于此，教师可以设计一些简单的、可
以在当堂就能讲解的知识来来适当地引导学生独立去解决问题，

加深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 
三、发展原有的传统技术，融入到新的信息技术整合中 
再者，PPT 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在进行信息技术融合的

过程中也不能忘记我们原有的传统手段，如果能把传统的手段进
行改进，也可已达到信息技术融合的目的。 

实例概述：课题：《1.3 探究球的表面积》 
教学设计中通过对球的表面积公式的推导，了解推导过程中

所用的基本数学思想方法：“分割——求和——化为准确和”和
使用的无限分割的手段，可以利用 ppt 中的动画功能，把平面的
图形进行颜色的填充，再进行图层的叠加，最终达到立体效果。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俄罗斯发布了 2018 年世界杯比赛用球“电视之星(Telstar) 

18”。 它由 6 块能热融合的皮块组成。生产这样的足球，则先需
要计算球的表面积，以便确定材料的量。 

设问 1：如何计算球的表面积呢？ 
结论：通过侧面展开求侧面积的方法，实现了曲面变平面，

这是求曲面面积的一种方法。 
设问 2：球是否也能类比圆柱侧面展开的方法进行展开？ 
设问 3：那能否类似削苹果的方式把球的表面削下来，摆放

在一起之后计算面积呢？ 
利用 PPT 动画演示削皮过程，可以给学生一个直观的把曲

面变成平面的方法。一层一层的的把球的表皮削下来，然后计算
表皮的面积。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操作上有一定的
难度，有误差。因为削出来的表皮不是平的，它是有弯度的，那
么怎么样才能使得削出来的表皮更加的平呢？若削得越窄，弯度
就越小，越接近平面，就可以计算表皮的面积了。 

过渡：那么我们可以借鉴古代数学家刘徽提出的割圆术的
“以直代曲”的方法来求表面积。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视频来学
习一下古代的割圆术。视频引入无限切割方法。 

技术运用：播放《割圆术》视频 
（二）探究新知设问 4：球可以怎样切割呢？利用网格或者

经纬线，将球表面分割，所有小网格的面积之和就是球的表面积。 
设问 5：如何求小网格的面积？学生思考，小网格还是曲面，

模仿割圆术中无限分割的做法使得曲面近似的变成平面，通过求
平面的面积就得到曲面的面积。因此，请大家观察，当小网格切
割得越来越细的时候，网格面有什么变化？对的，这些面的边缘
线会越来越接近直线。这时，网格面就实现了曲面变平面。 

记原来的曲面面积为 iS ，平面记为 iS ，平面面积 iS 趋向
于曲面面积 iS 。这个过程中的技术运用：动画演示无限切割，
体现曲面的弯度的变化，最终使得曲面近似变成平面。 

我们计算这种平面面积，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可以套用，不
妨我们借助常见的小棱锥的体积来计算底面积。把这个平面看作
是小棱锥的底面。模仿小棱锥的形状，我们可以得到与小棱锥形
状相似的小椎体，而这个小椎体又可以怎么得到？ 

若每小块表面看作一个平面，将每小块平面作为底面，球心
作为顶点连线，便得到小锥体。设问 6：而要用到体积计算面积，
则还涉及一个量是什么？设小棱锥的高为 ih  

设问 7：在无限切割过程中，曲面近似的变为平面，此时，
小椎体的高 ih 和球半径 R 的差距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技术运用：动画演示，无限切割并且体现小椎体的高和球半
径差距的变化。 

结论：差距越来越小，高接近球的半径 Rhi   
因此，PPT 中的信息技术融合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

关键点。 
结束语：高中的信息技术整合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作

为教育工作的引导者，对于信息技术这块的整合的探究不应停滞
不前，需要不断地尝试，在教训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展技术，
在发展中形成我们的整合点，提高我们课堂的有效性，从而真正
的发挥信息技术整合的作用，实现素质教育的向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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