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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有效整合 
◆王露英 

（德阳市旌阳区德新小学  四川德阳  618000） 

 
摘要：小学阶段，让学生学好基础知识很重要，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他

们数学思维、学习能力的综合发展，必须引起教师们的高度重视。信息

技术的教学优势非常大，针对重点、难点、关键点内容做详细介绍，然
后变学生的“要我学”为“我要学”，极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效

果的优化。具体实践中，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意愿，给他们体验的

机会、思考的时间、探究的条件，有效互动代替灌输指导后，小学生真
正实现个性化成长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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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以前，部分教师会用“灌输指导”办法，要求学生完
成这样、那样的学习任务，虽然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却
不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认知特点、兴趣爱好，所以，直接导致
教学质量变得很差，互动效果不尽人意。新课程改革后，数学教
师利用信息技术，构建了全新的数学课堂，同时更新授课手段、
搜集相关资料、实施有效策略，让学生一边做“主人翁”，一边
发挥主体作用，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未来，有能力去创造
更多奇迹。 

一、导入新课，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时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有效的、和谐的数学情境，

更利于小学生数学能力的综合发展。减轻教师负担之后，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然后优化教学设计，这样一来，基础教育现代化进
程的加快就很顺利了。学生乐学、想学、爱学，在特定情境中发
展自己的探究能力，通过理解教材知识，抽象思维足够活跃，那
么， 逐渐脱离了教师引导，也可以解决问题、独立思考，努力
奋斗后成为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1]。如在教学《圆的认识》一课
时，先让学生看汽车在公路上飞驰的视频，再用课件向学生展示
三角形、方形、椭圆形、和圆形做车轮时汽车前行的情景，在学
生的欢笑声中，教师设问：为什么只有汽车轮子是圆形时汽车才
会走得又快又稳呢？车轮是圆形就一定会使汽车跑得又快又稳
吗？这样设计的动画时间短，却简洁明了的突出本课的主题，引
发了学生对圆的应用价值及其基本特征进行探究的欲望。此情境
的创设融学科性、艺术性、教育性和科学性为一体，完美地完成
激趣、设疑和促思的目的，这样运用信息技术有效的辅助了小学
数学教学，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优化了课堂，提高了教学
效率。 

二、启发思维，有效指导 
在小学数学学习阶段，学生具有无限的潜能，想象力和创造

性都需要教师给予适当、科学地引导与启发。利用多媒体技术制
作的包含数学知识的文字、图像等多媒体课件形象、生动，能够
有效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自主性、积极性、严密性的数学思维
是一个学习利器，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就终身受用，创造性思
维方式让学生思考问题不再僵化。如学习《乘法计算》时，教师
可以利用多媒体，制作一个 PPT 课件。首先插入一段场景，作
为问题引入，如研究给学生分苹果的问题：“现有 20 个苹果，分
给 4 个人，每人有多少苹果？分给 10 个人，每人有多少苹果？
分苹果的人数和每人分得的个数有什么关系？”这种简单的小例
子是在进行初级四则运算教学时运用到课堂上来启发学生的，配
以多媒体形象的文字和图形，学生很快就能理解所学内容，并且
兴致勃勃。此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难度较大的知
识点，延伸学习，启发思维，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能思考、会
思考的学习型人才。 

三、突破重点，解决难点 
信息技术具有多种感官同步进行的直观效果，能够将教学重

点和难点一一呈现出来向学生展示提供丰富感知，并呈现思维过
程，使学生闻其声、见其形、入其境。让学生更快、更准、更深
地把握所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2]。如教学《相遇问题》应用题时，
运用软件直观演示辅助教学，创设情境，帮助学生较深刻地理解
题目中数量间的关系。教师简单地操作鼠标，屏幕上首先出现了

一条铁轨，上面有一辆火车从左往右地行驶，一会儿，另一辆火
车也从右往左地驶过来，两列火车在逼真的火车运行时发出的声
音中相对开出，直到相遇。这时屏幕上出示了一道应用题：“甲
乙两列火车从两地相对行驶，甲车每小时行驶 75 千米，乙车每
小时行驶 69 千米。甲车开出后 9 小时乙车才开出，再过 9 小时
两车相遇。两地间的铁路长多少千米？”教师再操作鼠标，屏幕
上出示了线段图，在线段图上分别标出了每小时火车所行的路
程。这样难点在火车形象运行的动态演示和直观的线段图中得以
解决，它比老师的任何解释都具有说服力，增强了感观上的刺激。
演示一结束，学生们很快就列出正确的算式解答。因此，利用多
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使学生清楚地掌握概念，获得正确的结
论，并尝到成功的喜悦，强化了学习的兴趣。 

四、快乐学习，全面发展 
有经验的数学专家提出：想要学生学习数学，最佳手段就是

科学引导孩子有趣地“玩”数学。这说明要将“玩”数学合理地
“存在”于教学之中，让学生在“玩”中成长[3]。因此，教师可
以灵活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有意识创设活跃的学习氛围和生动有
趣的学习情境，让学生在“玩”中感知数学，探究数学，获得数
学知识。针对课堂学习的内容及学生的生活实际，设计形式多样
的游戏、故事等，让学生积极参与“玩”数学，实现预期的教学
目标。如在教学有关《轴对称图形》时，教师不妨借助多媒体设
计出这样的情境：高大雄伟的建筑物画面，学生一边欣赏，一边
感知两侧相同的建筑物画面，然后提问：你有什么发现？再展示
精美手工剪纸作品，引导他们认真观察，比较、感悟，从中发现
蕴含的对称美。其次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利用手中的工具剪出
具有这样特征的作品。学生兴趣盎然，跃跃欲试，自主创作，积
极投入，充分发挥各自的想像力，就这样教师一步步引导学生在
边欣赏边玩边操作中掌握了轴对称图形，让他们在“玩”中增长
知识，提升综合能力。 

结语 
总之，现代信息技术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改变，

我们应当充分挖掘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适时、适度、适当地运
用新的教学媒体，做到有机整合，把学生置于教学的出发点和核
心地位，应学生而动，应情境而变，课堂就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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