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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借信息技术东风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融合策略研究
周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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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小学数学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了信息技术与小

学数学教学融合中的情境创设、抽象转化、动态展示、思维导图、智能评估与反馈等策略，旨更好地在这一融合下重

塑教学模式，提升教师的教学效率与质量，培养出更多具备数学素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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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strategies 

such as situation creation, abstraction transformation, dynamic display, mind mapping, intelligent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aim is to better reshape the teaching model under this integration,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nd cultivate more talents with mathemat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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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开启了加

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必须聚焦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强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

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使我国教育信息

化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为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化新的使命，

也必然带动教育信息化从1.0时代进入2.0时代。为引领推动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提出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

划是在历史成就基础上实现新跨越的内在需求。[1]学校应该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将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进行更好地融合，这样才能够

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巧借信息技术东风 ——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

学融合策略研究的意义

在当今数字化发展的时代中，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乃至学习方式，当然，教育领域也不例

外。[2]在以前的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都会使用纸质的教材、黑

板和口头进行讲解，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引入，使得多媒体教学资

源、在线学习平台、虚拟实验室等新型教学工具得到广泛的应

用，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生动地进行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而且，这一融合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还是

实现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参与

到其中，从而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3]

巧借信息技术东风，探索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深度融

合，不仅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提升小学数

学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其创新能力和信息素养的

关键路径。[4]在信息时代，信息素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

的重要指标之一。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探索数

学中的世界，将抽象的数学概念更好地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

从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环境中就能

够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从而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核心素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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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巧借信息技术东风 ——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

学融合的策略

（一）预习任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可以将先进的理念和信息技术平台进行融合，如利用

Classin、超星、雨课堂等教育平台，为学生打造一个多元化、互

动化的学习环境。教师在讲述“小数乘法和除法”的时候，可以

在课前通过教育平台发布小数乘法和除法的基本概念、运算规则

以及实际应用的预习任务，让学生能够在课前对所学习的知识有

一个初步的了解。教师还会让学生根据任务清单进行预习，使学

生参照教材进行例题计算，并要求他们总结小数乘法和除法的题

型特点及解题方法。在课堂上，教师首先会将每4—5人分成一

组，让他们分享自己在预习中的收获和感受，并说出自己在预习

中的问题，最后教师会结合预习视频进行讲解，使每一个学生都

能够掌握学习的内容。学生还能够在课下回顾老师上课所讲的内

容，进行巩固，以此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15]

（二）情景模拟，助力数学概念生活化教学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经验，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将抽象的数学概念融入学生的生活情境中。[6]以教师讲述

小学一年级下册的“比较数的大小、多一些、少一些、多得多、

少得多”这一知识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展示一系列与学

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相关的数量对比的图片，如“一盒彩色

水彩笔有24支，而一个笔筒里只放了5支铅笔”，让学生能够

通过鲜明的视觉对比，直观感受到“多得多”与“少得多”的概

念。[7]接着，教师可以展示“小明有10块糖果，小红有12块，而

小刚则有8块糖”来进一步拓展知识，引导学生观察并思考：“小

红的糖果与小明的相比谁比较多谁比较少？小刚的糖果与小明的

糖果相比较谁的多谁的少？”，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多一

些”与“少一些”的差别。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观察来举出生活中与这个类似的例子，比如“家里的苹果与橙

子相比数量上是怎么样的呢？”“班级里男生的数量与女生的数量

相比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呢？”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

够增强数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还能够促进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

学、理解数学，从而更好地掌握“比较数的大小、多一些、少一

些、多得多、少得多”这些基本概念，从而为后续的数学学习奠

定坚实的基础。[8]

（三）抽象转化，生动展现课堂数学概念

教师可以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创造出既生动又富

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环境。[9]例如：教师在讲授“50有多大”这一

抽象概念时可利用多媒体展示“一个班级里有50名同学，他们

正在操场上做操，你能想象出那个热闹的场面吗？”或者“一盒

彩色积木共有50块，你能试着在脑海中构建出这堆积木的样子

吗？”，这样具体的展示后再结合音频和动画的效果，不仅能够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中感受到“50”这一数字的实际意义。[10]同样地，教

师在讲授“两位数加减整十数”这一知识点时，可利用多媒体课

件设计包含各种卡通角色的情景，如“小猫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

玩具，每个玩具的价格都是两位数，现在小猫要进货，它要算出

每种玩具加上或减去整十数后的新价格。同学们，你们能帮助小

猫完成这个任务吗？”让学生组成小组进行讨论，当讨论出最终

结果之后，教师会邀请小组组长在白板上进行讲述，这样不仅能

够提高学生对于“两位数加减整十数”计算方法的理解，还能够

让学生在帮助卡通角色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提高他

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学会如何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11]

（四）动态展示，深化课堂教学理解与应用

教师在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的“年、月、日”的教学中，可

通过多媒体来展示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你正在为你的同

学的生日派对做准备，你想知道从今年他的生日到下一年生日之

间一共有多少天，应该怎么计算呢？”之后展示一个动态的日

历，让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月的天数以及不同年份中二月份

天数的变化。[12]当学生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回家

调查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和入学的时间是哪天，并在课堂中说出：

“这些纪念日分别是在哪一天？它们之间相隔了多少天？在日历

上标出这些日子，并计算出一整年内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吗？”

当学生调查之后，教师会让学生到黑板上标记出相应的日子，还

会将这些进行统计，利用多媒体生成折线图，让学生可以加深对

“年、月、日”的理解。最后，教师会利用多媒体给学生留下课后

的作业：“学校即将举行运动会，运动会将持续三天，分别安排

在连续的三个星期五、六、日进行。你能根据今年的日历，推算

出运动会的确切日期吗？”让学生能独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巩固

所学的知识，从而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13]

（五）思维导图，提升学习效率

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还在发展的小学生来说，教师在讲授的时

候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中的思维导图，来帮助他们更直观、生动地

理解知识的难点，从而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教师在讲授“长方

形和正方形周长是多少”的时候，以“周长”为核心概念，从中

心向外辐射出几个代表理解周长的定义、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

法、正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以及实际应用问题解决的主要分支，

之后再将每一个主要分支进一步细化为更具体的子分支，形成一

个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知识网。例如：在“理解周长的定义”

这一分支下，教师可运用利用动画效果，动态演示如何用细线沿

着图形的边缘测量周长，让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周长的实际意

义，加深学生的理解。[14]在“长方形周长计算方法”分支上，教

师可运用交互式动画，让学生自己动手输入长方形的长和宽，观

察结果是如何随着输入值的变化而变化，让学生总结：一是直接

用相加法，就是计算长方形的长和宽，然后将它们各自的两倍相

加；二是直接使用周长公式“（长 +宽）×2”进行计算。在“正

方形周长计算方法”分支上，就是直接使用公式“边长 ×4”。教

师还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让学生进行提问，以此来提升他们的逻

辑思维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加系统地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

计算方法和公式。

（六）智慧教育平台，助力个性化学习评价

教师在“千米和吨”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智慧教育平

台的优势，秉持主体多元、方法多样的评价原则，巧妙地将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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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融入其中，为学生构建了一个全方位、个性化的学习评

价体系。首先，教师会在智慧教育平台中布置预习任务，当学生

完成预习任务后，平台会自动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预习测试的

分数、阅读材料的浏览时长）进行统计。针对学生不理解的问题

还可以在评论区进行提问，让其他学生与教师通过智能语音助手

进行初步解答。其次，教师将学生不理解的问题进行整理，让学

生通过动手操作的方式来深化对“千米和吨”的理解。在这一过

程中，平台会自动记录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小组讨论的贡献度、

动手操作的准确性等学习行为，形成动态的学习轨迹并在课后根

据这些数据来为学生推荐个性化的练习题和教学视频，从而帮助

学生巩固知识，解决学习中的难点。最后，当所有学生完成作业

后，该平台还会生成一份包含学生的学习进度、掌握程度、薄弱

环节等内容的学习分析报告，让教师可以根据这个报告调整自己

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让学生可以根据这份报告认识到自己哪

方面能力的不足，从而动态地进行调整。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方

法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明确学习方向，还能够促进学生自我反思，

提升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结束语

本文所探讨的融合策略，不仅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

也是对未来教育前瞻性的探索。在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数学

的教学是从静态向动态、从单一向多元、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索

的深刻转变，这些变化不仅会提升教学质量，还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潜能，使学生能够在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中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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