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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相融合的有效策略
赖俊良

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龙岗中心小学　江西　赣州　342712

摘　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数学教学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教师的赞同和认可，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新课程改革对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充分展示出信息技术的优势，改变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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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ssist mathematics teaching 
has been approved and recognized by more and more teachers，and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has put forward strict requirements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ange the boring mathematics classroom，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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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都是以传统的教学
模式为基础，以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内容进行详细讲解。而在
时代发展以及新课改的大背景下，授课教师应该应用符合当
下的教学模式来对学生进行科学高效的教学。 在这种情境下，
授课教 师必须根据自己班级的情况进行教学模式创新。 而信
息技术与教学课堂的有机融合便是创新教学的一种。

一、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融合产生的积极作用
信息技术的作用是随着数学教学的深入实践得以呈现。

首先，信息技术可以营造出一种情境化教学氛围，教师可以
把数学知识融入动画视频、微课视频和短视频之中，把平面
知识变成活灵活现的生动知识，促进小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
解。其次，信息技术可以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打造实时交
流平台，拓宽交流合作渠道，既能方便教师和学生进行一对
一的深入交流，又能通过群组方式促进生生之间的对话和分
享［1］。再次，信息技术可以为分层教学策略的实施创造可
能，教师可以通过群组、电子邮箱、QQ 等，向不同学习能
力的学生发送不同的预习任务和数学作业，从而保障了新课
标的落实，促进了教育教学的公平合理发展。此外，交互式
电子白板、数学类的电子小游戏、电子化数学读物等，都是
一种信息化数学教学的方法。

二、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相融合的有效策略
（一）巧用微课预习，启发学生自主意识
学生自主性强是趣味课堂的主要特征之一，只有真正体

现小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才能激发出趣味课堂的价值。
所以，为了建设趣味化的数学课堂，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培
养小学生的自主性，通过在预习环节中巧用微课视频的方式，
启发小学生的自主意识，让他们逐渐养成主动学习、独立思

考的习惯，帮助他们探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技巧，使他
们在预习中强化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便为后续的正式
课堂增添活力和生命力。可是，许多教师对微课这一新型概
念的认识程度不深，他们尚未掌握正确使用微课的方法，而
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忽视了预习环节的重要性，所以在现
阶段的数学教学中，教师没有将预习与微课视频结合起来，
在学生预习时没有采取专门的指导措施，这就导致学生在预
习中出现了无目的、无方向的情况，久而久之，学生的自主
学习欲望也逐渐降低，主动学习的意识也未能产生，趣味课
堂的构建计划也被搁浅。

对于学生自主意识薄弱、趣味课堂计划无法施行的情况，
教师可以重新审视预习环节的价值和作用、仔细钻研微课视
频的使用方法，将二者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条理清晰、视
听结合的预习资源，让他们借助微课视频完成预习任务，帮
助他们找准预习和自主学习的方向，以此增强其学习信心，
启发其自主意识，从而为构建学生高度参与的趣味课堂打下
基础。

（二）巧用信息技术，突破教学重点难点
运用信息技术能使教学中的难点问题呈现直观效果，将

复杂难懂的数学知识简单化 . 抽象概念具体化，让学生能够
更加准确地掌握知识。如运用交互式白板，能使教师与学生
之间双向互动，可以轻易攻克教学重点难点。在教学《克与
千克》一课时，学生在交互式白板上手动将物品拖拽到天秤
上，通过直观演示，了解物品的重量，通过一次次的尝试让
天秤保持平衡，从而在实践操作中突破重点难点，使学生形
象直观地理解 1 千克 =1000 克。在教学《认识时间》一课时，
教师通过电子白板自带的钟表，进行时间变化动态演示，演
示整时、半时，时针与分针呈现不同角度的时间时，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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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感知整时 . 半时时针和分针在钟面上的位置特点，并且
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整时和半时、时针和分针的规律，从而对
认识时间产生浓厚兴趣。通过交互式白板的演示，既节省课
堂教学时间，又能促使学生深入浅出地掌握知识，最终达到
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借助信息技术，助推知识概念建构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数学概念是数学知识体系的基

石。概念教学是数学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小学数学教学
中最难啃的一块 " 硬骨头”。传统的概念教学一般采用讲授
法，即教师直接给学生讲解概念的含义，学生通过死记硬背
来记忆概念。这种教学方式枯燥无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新课程主张学生自主探究概念的内涵，建立概念模型，
从而自主建构知识结构。

概念的建构包括概念特征的感知、概念内涵的理解、概
念模型的建立、概念的表现形式等一系列过程。为了帮助学
生理解概念，形成概念模型，教师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
或借助实物操作，或深入浅出地讲解，或利用多媒体技术等。
多媒体技术具有图文结合、动态模拟等优势，可以让知识的
感知更加直观，有助于概念模型的形成。例如，在教学“认
识线段、射线、直线 " 时，笔者首先利用手电筒、激光笔等
实物进行操作，帮助学生认识射线并理解射线的特点。其次，
笔者借助多媒体课件，用动画演示 " 将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
就会得到射线”。形象直观的演示能帮助学生理解 " 射线 " 的
概念和特征，助推学生建构概念知识结构。

（四）依托智慧课堂，引导学生探究学习
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使其发现、理

解数学知识，比单纯告知学生相关数学知识﹑数学结论效果
要好得多。传统小学数学教学中，部分教师急于求成，将现
成的知识告知学生，要求其牢固记忆。这种不注重学生学习
过程的教学方法，容易使学生产生枯燥感，不利于学生消化
吸收所学。教学活动中应积极改变教学思路，依托智慧课堂
教学平台﹐展示探究性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经历
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深化其理解﹐把握数学知识的精髓。
一方面﹐依托智慧课堂教学平台，围绕教学内容﹐做好教学
资源的收集与整合，创设高质量的教学情境。基于教学情境
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相关的探究问题，并预
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探究活动。另一方面，借助智慧课堂教
学平台做好学生探究过程的跟踪﹐了解学生完成探究问题的
质量。针对学生感觉难度较大的探究问题，为避免挫伤学生
的积极性，运用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在线沟通，为
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点拨，使学生认识并及时纠正探究过程
中存在的不足，使其向着正确的方向思考，更好地把握探究
过程中的细节，顺利得出探究结论﹐体会到参与数学探究活
动的成就感［2］。另外，当学生顺利完成探究任务后，应注重
在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上及时表扬学生。

例如，在进行“三角形”知识教学中，为使学生更好地
理解三角形的三边关系，课堂上可借助智慧课堂教学平台，
引导学生开展相关的探究活动。在智慧课堂教学平台上给出
长度分别为 8 cm 、 4 cm、5 cm ， 2 cm 四条线段，要求学生探
究哪几条线段可以组成三角形，分析组成三角形三边的三条
线段长度的规律。

课堂上学生均积极的动手，发现给出的四条线段中只有
8 cm、4 cm，5 cm 以及 4 cm ，5 cm 、 2 cm 可以组成三角形
﹐而 8 cm、4 cm 、 2 cm 以及 8 cm、4 cm 、 2 cm 无法组成三
角形。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 课堂上可指导学生从三角

形两边长度之和与第三边长度比较进行分析。最终在教师的
指引下，学生得出：三角形的两边之和一定要大于第三边。

借助智慧课堂教学平台创设探究性问题情境，学生能够
亲自动手进行探究，大大增加了探究的趣味性，尤其给予学
生探究过程中的引导，使其得出了正确的探究结论，进一步
加深了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五）借助信息技术，强化师生之间交流
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是相互关系，即学生是课堂的主

体，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加强两者间的交流，不仅能帮助
学生学习，还能让教师更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并分析
学生在学习时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并以此为基点不断优化、
改进课堂教学方法，从而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提升课堂
教学效率。信息技术支持下构建的网络交流软件能为交流者
提供不限时间、不限空间的交流平台，将其应用于初中数学
教学中能大大方便学生与教师的交流，如学生可在预习、复
习时及时就不理解的知识点向教师请教，教师也可以通过该
平台统一讲解学生在课堂上没有掌握的知识点，让教学不再
局限于课堂之上［3］。

（六）借助信息技术，追踪学生学习质量
小学生自制力比较弱，存在极强的贪玩等特点，在日常

学习中常常存在一定的懒怠现象，甚至还会荒废学业。还有
的学生在做家庭作业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父母的
讲解又和教师的讲解方式不同，或者是家长没有能力辅导学
生。为了及时帮助学生解答疑难问题，保障学生的课后学习
质量，就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价值。具体来说，教师可借
助微信平台 .QQ 平台等，与班级中的学生、家长进行交流，
针对学生反馈的难点进行针对性的指导。针对多数学生学习
中存在的问题，或者疑难点等，教师应对其进行整理，并制
订课堂教学计划，进行针对性的讲解。例如，在“认识方程”
教学完成后，教师给学生布置了一定的课后练习题，学生在
练习中可将自己不会的地方、疑惑点等反馈给教师，教师则
通过网络平台上学生的反馈，总结出学生在列方程时出现的
各种问题，包括：设未知数的时候缺乏技巧、忽视等式两边
平衡等。针对学生在课后练习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又随机调
整了课堂教学方案，于课堂进行集中讲解。信息技术的辅助，
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弊端，切实保障了课堂教学
质量。

三、结语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有机融合是教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从课程改革方面入手，找到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对教学实践进行全面的创新。利用信息技术，转变课堂教学
模式，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参与数学教学互动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实现教学的全面
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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