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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语言的“灵魂”―算法，

也被注入引入到高中数学新课程教学中。算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引入，

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索能力都有着极其

重要的教学意义。同时，也为学生今后的继续学习和工作实践奠定了一

定的计算机知识基础。因此，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正视算法在高中数学

教学中定位，革新传统教学方法是教研人员应积极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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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算法初步”在高中数学新课程中的教学定位  
1、从新课程标准对算法的要求中研究算法教学定位  
新课程改革在高中数学必学内容中对“算法初步”有了明确

的要求：要求学生能初步理解算法所体现的数学思想，通过对算
法数学逻辑方法的学习，逐步掌握通过设计程序框架图来处理实
际问题，体会算法在计算机程序设计中的重要性和数学逻辑方法
的有效性。发展学生有条理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发散思维能力。  

新课程改革对算法教学和信息技术教学的教学任务有着明
显的区分，对算法教学的目的体现在促使学生掌握算法中体现的
数学思想和逻辑演算方法，信息技术课程则突出计算机的实际操
作能力的培养，在程序设计上对学生的要求不高。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应深刻的把握和理解这一教学定位。  

2、从学生认知能力来研究算法教学定位  
从高中生的数学认知能力上来分析，其接触计算机程序语言

设计知识时间尚短，对计算机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缺乏系统的认
知。因此，高中数学算法教学应结合学生的已有知识体系，不能
盲目的提高教学目标，否则只能加大学生的心理压力，起到适得
其反的教学效果。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建立是一个长期且系统的过
程，算法教学的意义在于帮助学生在早期建立对计算机程序设计
的知识结构，为其今后的学生奠定理论和方法根基。新课程强调，
“算法初步”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对算法学习的兴趣，消除
学生对算法表达形式的畏惧心理，结合算法的数学思想来解决一
般的数学问题，在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中形成对算法数学知识的认
知结构体系并掌握处理实际问题规律性、发散性方法。  

二、关于算法教学策略的研究  
1、消除学生对算法概念及算法表达形式的神秘感和畏惧心

理  
“淡化形式，注重实质”是高中数学算法家教学的重要原则。

初学者对于“算法”这一名词的概念、程序语言、框图充满了陌
生感和畏惧感。针对这一初学者心理，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已有数
学概念，如数学四则运算、高斯消去法、分配率数学知识等，让
学生明白自己掌握的部分数学知识其实就是“算法”。结合具体
的数学例题和生活实践，向学生深入浅出的讲解算法知识的具体
应用和解决问题所体现的数学思维方式。同时，让学生明白，算
法的描述方式有多种，如程序框图、数学公式、日常语言、逻辑
符号等。为了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中具体的实施算法，通常将程序
语句设计为直观的程序框架图来体现算法的整体结构。调查表
明，学生通常对这部分知识较为陌生且存在学生上的畏惧心理。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在教学设计上不要急于求成，要让学生在理
解算法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上逐步理解算法所应用的数学思想，
掌握其中的规律，从而锻炼学生画出程序框图和编写算法语言的
能力。  

2、促进算法结构理解的教学策略  
高中学生在理解算法多元结构和拓扑结构上的能力偏低，这

也是大部分学生感觉学习困难的原因。在教学中，教师要在备课
阶段仔细的规划促进学生对算法结构进行深入理解的教学策略，
使学生的理解水平从单一、低水平向多元、高水平方向发展。这
其中要首先通过直观教学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程序框图理解能

力，并逐渐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由“单一结构”向“拓展抽象”的
转变，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1）直观教学策略  
图像直观教学法对与处于较低思维层次的高中生而言是相

对高效的教学方法。而算法中的程序框图正是这样的直观教学资
源，有效的利用框图进行算法教学是提高学生算法理解和应用能
力的重要一步。在框图中，体现了数学中的符号表现方式、指向
性直观呈现方法和文字说明等因素。利用框图的直观和形象算法
呈现方式引导学生掌握事物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和组织结构方
式。使学生在绘制程序框图的过程中理解框图的设计、语句赋值
和循环语句的设计方法，以达到对实际情景的框图设计和问题解
决的算法具体应用。  

（2）探究教学策略  
探究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关联、拓展抽象水平。因而，在

算法结构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目的和内容，恰当创设
情境。在富有 放性的问题情境中，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这样有利于学生主动探究。探究教学的载体与核心是问题情境，
学习活动是围绕问题情境展 的，这个问题情境是进一步探究的
起点。我们所选择的问题情境应该是学生熟悉的， 好从学生熟
悉的生活情境和生产实际这些角度去创设问题情境，这样才能保
证学生有相关的观念来理解问题，也才有可能使学生主动积极地
建构他们的数学认知结构。一个好的问题情境，可以有效地为课
堂教学服务；但如果是不好的问题情境，反而会影响实际的教学
效果。  

3、鼓励和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算法  
大部分在学生学习算法知识时，能理解教材中的算法案例，

但在实际应用中却难以理清逻辑顺序。原因在于学生未能掌握算
法确定的逻辑过程，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先后和因果方法。教师要
着力学习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把握算法应有的过程和切入点，鼓
励学生模仿教材案例的算法生成方法来对实际问题进行抽象化
和数字化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算法。算法的自我构建
主要基于学生的已有数学知识体系和生活经验，先从简单的问题
入手，逐步加入更多的已知条件和未知问题，提高算法自我构建
的层次性。引导学生进行算法的自我构建，有助于学生更深入、
系统的理解算法的基本思想以及在具体数学问题情景中的有效
应用，同时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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