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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运用电教手段导入新课 
◆常文颖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苇子沟中心校苇子沟小学  067603） 

摘要：运用电教手段导入新课，可有效地开启学生思维的闸门，激发联

想，激励探索，为一堂课的成功铺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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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
乐知者”。由此可见，兴趣在学生学习中的催化剂的作用。课堂
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如何使数学课堂教学科学化，使其既
能达到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教学要求，又让学生产生一种强大的
内趋力去主动探索。下面就来谈谈运用电教手段导入新课的一些
方法。 

一、创设情境导入 
创设情境导入就是教师恰当、巧妙地利用音乐、幻灯、录音、

录像等电教手段，把形 、情、境、理熔于一炉，来渲染课堂气
氛，为学生理解教材提供特定的情境。例如：在教简单的平均数
应用题时，创设了这样的情境：先播放了一段录像，就是学校组
织学生进行香港回归祖国的歌咏比赛镜头，每当一个队员演唱
完，评委老师就亮分，报幕员说，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
低分，一号选手的最后平均分是 92 分……这个平均分是怎样算
出来的呢？同学们想知道吗？今天老师就来教给你们一项新本
领，然后引入课题。这样学生个个积极主动地学，并参与到知识
的形成过程中。 

二、比较激疑导入 
古代学者陈献章说过：“疑者，觉悟之机也。”教师要根据小

学生好奇的特点，利用数学知识的魅力，适时运用比较激疑，使
学生有疑可问。例如，教学“圆的认识”一节时，利用多媒体，
首先让学生看到的是自行车、手推车、汽车等车轮都是圆形的，
接着再将它们的轮子换成长方形或三角形等形状，这样学生个个
笑得前仰后翻，连连摆头，而且感到非常不舒服。最后换成椭圆
形的，同学们都说：“也不行，没 法坐。”教师接着说：“为什么
圆的轮子就行呢？而其他形状的都不行呢？这节课我们就来研
究这个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短短几句话，同学们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了，兴趣达到高潮，寻求知识的兴趣空前高涨，这时，
教师再讲新课，效果很好。 

三、巧设悬念导入 
悬念可以造成一种急切期待的心理状态，具有强烈的诱惑

力，能激起探索、追求的浓 厚兴趣。例如：教学“能被 3 整除
的数”的特征，教师利用投影片让学生当场书写一些数，师生进
行比赛，看 谁最先判断出这些数能不能被 3 整除。学生跃跃欲
试，但随着数位增加，数目的增大，他们的判断会越来越慢。很
自然，学生会想：老师用的什么诀窍，能被 3 整除的数到底有什
么特征呢？教师抓住这一“火候”，启发导入，从而把学生的思
维推向“心求通而不能，口欲言而非达”的愤悱境地，引起对新
知强烈的探究愿望，把学生带入广阔的数学天地。 

四、启趣谈话导入 
就是根据低年级的儿童对彩色图画的敏感，对小动物的偏

爱，制作一些动画片，为儿童创设生动活泼的学习情境，同时配
上富有启发而有趣的谈话，来提高学生参与欲望。例如：教学“长
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一课时，我制作了“小猴子找外婆家”的
动画片让学生看，并配上录音：有一次，小猴子的妈妈生病了，
要小猴子上山告诉外婆，临走前，妈妈说，外婆家和奶奶家的房
子很像，只是稍有点不同，外婆家的房子呈正方形，奶奶家的房
子呈长方形。可是，顽皮的小猴子还没听明白撒腿就跑，到了山
上，看见差不多的房子才愣住了。这时，小朋友完全进入情境中，
都愿意帮助小猴子，可是他们也不认识正方形和长方形呀？于是
教师趁机导入新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 

五、设置障碍导入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思维一般都从问题开始。这种导

入就是教师适当创设“问题意境”，提出疑问以引起学生的有意
注意和积极思维。例如：刚学完同分母分数加法，再学习异分母
分数加法时，我利用投影片说：“这儿有两块同样大的饼，请第
一个同学切下它的 1／2，第二个同学切下剩下的 1／2（即整块
饼的 1／4），然后问：他们一共切下了这块饼的几分之几？有些
同学迅速地回答是 1／2＋1／4＝2／ 6。此时，教师没有急于给
予否定，而是再请一个同学切下另一块饼的 2／6，然后将两个 2
／6 作比较，学生清楚地看到，两个 2／6 怎么不相同呢？从而
产生一种强烈的探究欲望。教师顺水推舟：好吧！咱们今天就来
学习异分母的加法。 

六、故事激趣导入 
针对小学生爱听有趣的奇闻轶事的心理特征，我充分利用录

音的优势将一定难度的题目编成有趣的小故事。例如，教材上有
这样一道题：同学们排好队做操，小明前面有 8 个同学，后面有
4 个同学，这一队共有几个同学？许多同学不加思索地列出 8＋4
＝12（个）。此时，我并没有急于将答案告诉他们，而是给他们
放了一个录音故事：“有一天，13 只鸭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鸭
妈妈的带领下，从河的一边游到另一边，上岸以后，鸭妈妈一数
叫了起来，不好！丢了一只鸭，可她向前看看，向后数数，她的
孩子并没有少，奇怪，13 只鸭子怎么会变成 12 只呢？小朋友都
笑了起来，鸭妈妈真糊涂，她把自己给忘了。这时导入，学生兴
趣盎 然，把枯燥的数学知识寓于有趣的故事之中，有利于活跃
学生思维，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七、以旧联新，搭桥铺路 
如采用这种“温故而知新”方法，在投影片的设计上要找准

旧知识和新旧知识的联结点，并因情况而异采用不同的方式。一
种是联想式：如教《环形面积的计算》时，可做一框两幅抽拉投
影片。教学时，先出示两两半径分别为５厘米和２厘米的圆，让
学生先计算出两个圆的面积，然后启发学生想：圆的面积和环形
面积有什么联系？能从两个圆的面积得出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吗？最后老师演示抽拉投影片，把两个圆重叠在一起，形成两个
同心圆。学生通过形象直观的投影演示，理解了环形面积的计算
方法是用大圆的面积减去小圆的面积，从而实现了知识和方法的
“迁移”。学生学得积极主动、轻松扎实。另一种是对比式，如
教《有余数的除法》时，先投影显示六个梨、三只盘子，指名学
生到投影仪上把六个梨平均分放在三只盘子里，他们很快分完。
这时老师在投影仪上又加一个梨，这时继续让学生把七个梨平均
分在三只盘子里，结果剩下一个梨无法平均分。趁势让学生思考
这两道题：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剩下的数叫什么数？通过观
察比较，学生理解了正好分完的叫“整数除法”；不能正好分完
的叫“有余数除法”。剩下不能分的数叫“余数”。这样既温习了
旧知识又掌握了新知识。同时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这样对知识得掌握也较为深刻。 

当然，利用电教手段导入新课的方法还很多，关键要掌握因
人、因时、因地而变的原则。但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导入新课，都
应当在传授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诸方面起到好的效果，做
到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言简意赅，有的放矢，尽量给学生审美
情操上的满足。 

参考文献： 
[1]曾雪珍：充分利用电教手段提高数学教学效果[J]；北京

教育；1994 年 06 期.
[2]蒋冬梅：充分利用电教手段、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的兴趣

[J]；湖北中小学实验室;1995 年 0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