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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对数学教学的影响 
◆区雪容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528308） 

 
摘要：现今，发展中的社会、发展中的孩子，迫使我们的教育观念、教

育手段、方法也要发展。越来越发达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蕴藏着巨大

的互动资源，而多变的课堂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和信息技

术，为教师顺利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明白“做”的本质和怎

样“做”。 教师的教“不在于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于相机诱导”（叶圣

陶），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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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教育，就其广义
的理解来说，这是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在精神上不断的丰富和
更新的多方面的过程。”我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会感到困惑，对某些的教育教学活动该如何进行也陷入自己的流
沙中，仿如走进了“山重水复”的困境。现今多媒体教学、网络
研讨逐渐成为教学应用中的一种重要的手段。我校加入的“全国
首批新世纪小学数学研究与应用试验基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它提供了丰富和优质的资源。在网络中讨论，不仅有利于通过网
络“协商”促进意义“建构”，而且还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使我
得到更多和更加广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帮助。 

一、利用网络平台更新教学观念、拓宽学习途径 
以往，教师（或学生）学习信息的途径多数来自于书本和杂

志等，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手段的使用都相对比较狭窄和单
一，但网络平台却丰富并拓宽了老师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在网络
教学研讨活动中，我们会参加在线讨论交流，大家纷纷发表了自
己的意见和见解，参与跟帖活动，虽然意见不一定对，但在各种
思维的碰撞中我们收获颇丰。 

比如第三次教学设计与课堂展示活动中，2 号选手王兵老师
的《图形的变换》一课的跟帖讨论非常激烈，这让我想起我也曾
经上过这节课，教学情境中的问题是：你知道怎么来设计这些图
案吗？让孩子关注两个图案的特征。实际上关注两个图案的特
征，意义在于培养孩子的空间观念，表现在能能够从复杂图形当
中分解出基本图形。引出我们的主题——旋转。” 

上好一节课不难，但除了基本的技能和技巧外，我们更多的
是教会学生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和综合素质。多次的网络研
讨活动中，我更深刻的体会作为教师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方式已经
不单单的在于现实，还可以在网络上、甚至虚拟的信息技术平台
上。 

二、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实践、转变学生学习的方式 
陶行知所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

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网络教研活
动让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的课堂要清楚“教什么”和“怎样教”。
教师的教怎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学：一是要吃透为什么 “做”；二
是弄懂怎样“做”，怎样才能调动学生“学”的兴趣让他们愿意
学；三是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如何相机诱导，让 “好风凭借
力，送生上青天”。 

（一）利用小视频明白“做”的本质 
相信大家都看过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

基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备课”的故事，“一辈子”与“15 分钟”，
一语道出了教师备课之真谛！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情境，甚至每一句
话，对学生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让学生真正的理解和
把握好每个数学知识，培养好每个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我们要
把握好“做”的本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听了《容积与体
积的认识》一课，上课老师安排：用准备好的土豆泡到烧杯里做
实验，课堂上学生“玩”得轰轰烈烈的，但“玩”完后一无所获。
这时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本课时的教学教师可以充

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①观看“乌鸦喝水”视频，感受“石头
占空间”；②学生用准备好的土豆泡到烧杯里做实验前多媒体展
示实验要求和思考问题，③实验后教师用多媒体教学演示实验步
骤和实验效果。这样的活动安排有利于纠正和规范学生的学习活
动，引导学生发现“体积”的概念，真正明白“为什么要做”的
实质。 

（二）设法调动学生“学”的兴趣，即是“怎样做”？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将学习变无效为有效，化低效为高

效。钱梦龙老师说：老师“心中要有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了解什么才是学生的想说、什么才是学生想要、什么才是学生最
感兴趣的。因此在每次走进教室之前，我会把充分地设计教与学
的活动，引导学生在激昂的兴趣驱动下观察、交流、实践，有效
地完成学习任务。如在教学四年级下册《游戏公平》一课时我设
计：①视频引入摸球比赛情境，目的在于突出“可能性不相同的
情况下，游戏对双方不公平”；②猜测点数大于 3 的可能性与点
数小于 3 的可能性一样吗？怎样能够证明自己的分析和猜测是
正确的呢？目的在于体验“公平”；③你能根据我们身边的道具，
设计一个公平的游戏，并与同学玩一玩吗？ 

以点带面地创设课堂的情境和活动，由猜测→实践验证→应
用，由小步走到大放手，由知其然到知所以然，学生在活动中充
分享受发现数学、应用数学的乐趣，对他们来说这样得到的知识
和方法是最深刻的，我们不仅要教学生学会，更要教学生会学。
只要学生有了好奇心、探索欲望，就会从内心的深处去研究喜欢
的事物，才会乐此不疲。 

（三）多种信息技术资源相结合，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相
机诱导 

叶圣陶先生指出：“教师的教学，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于
相机诱导。”网上丰富、形象、生动的声响图文素材是数学教学
中取之不竭的良好资源，它为教师备课、教学课件的制作等更加
如虎添翼。我在教学《图形的旋转》一课，经历了前后多次的失
败和修改：初次，学生错误地把提前准备的所有的材料拼成一个
图案，完全没有达到教学目标，反倒影响了整节课的探索任务。
研讨中反思：我的提问是否含糊不清？学生是否明确学习要求？
如果将问题细化一些会不会更好。我再次备课、设计教学活动，
从资源库中下载了很多相关的图片、动画素材，利用多媒体制作
FLAS 小动画：①观看 FLAS 动画演示“图形的变换，你发现了
什么？”②像老师一样，利用手上的工具和素材，与同伴一起探
索“图案是怎样得到的”……我们作为学生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必须精心选择学习内容和设计数学问题，相机诱导，对学生忽略
的问题或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点拨，在教学中我们要以
学生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因追求自主而忽视了教师的指导作用。 

以前，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几乎成了教师教的附庸和
工具，现在，数学教学应用了多媒体信息技术，为数学课堂创造
了愉悦的教学环境和形象生动的教学手段，便于学生课堂探索活
动上化抽象为具体，有效帮助学生突破知识的重难点，规范学生
的动手操作、发展学生的智力。数学的课堂是多变的课堂，数学
的教学更不能一成不变，我们要先让学生学会先试先做，先想先
说，正确的地方充分肯定，存在的问题一起探讨，学习活动顺着
学生学习的天性展开，“教师之为教，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于
相机诱导”（叶圣陶）。在广阔的平台中，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也学习了别人的优势，摆脱了过去“山穷水尽疑无路”实现了现
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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