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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优势已经十分明

显。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能使教学情景更能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使教学情景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形成高效课
堂；能够突出教学重点、分散教学难点；使课堂练习灵活多变；

使课堂教学达到最优化，从而为学生的学习打开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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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课堂上，教师巧妙应用信息技术，将枯燥乏味的数

学知识，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转“有效”课堂为“高

效”课堂，变抽象为具体，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教学领航人，不

仅要审时度势，努力做到观念、规划、设备、培训、应用到位。
一、巧用信息技术，使教学情景更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小学生自控能力弱、注意力分散，因此，教师就要巧妙运

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创设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

求知的欲望，使学生全力去思考、研究、探索，为整节课铺下基

石，使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中“动起来”。
如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时，我就用课件导入新课，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孙悟空在从西天取经后回到花果山。一天，他

招待猪八戒、沙和尚。 席间，他拿出一个人参果对八戒说：‘我

要把这个人参果分给你和沙和尚，每人能分几个？答对了这个

人参果给你吃，答错了就没有。 ’用哪个整数表示呢？ 猪八戒，
沙和尚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来。同学们，孙悟空提出的问题能不

能用整数表示？ 可以用什么数来表示呢？ ”同学们知道吗？ 然

后引入课题。学生急于想知道结果，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来。
二、巧用信息技术，使教学情景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达成高效课堂
信息技术用于课堂，是今日教改的必然选择：之所以需要

信息技术， 是因为它对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教师可以用

信息技术， 为学生自主发展创造条件，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人；可以用信息技术完善传统的课堂教学，创造条件培养学生

的信息素养及创新思维品质；还可以用信息技术，尝试创造新

的课型，创造新的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学习方式，从而创造课

堂教学模式。最大限度发挥课堂教学的功能和作用，在限定的

40 分钟内，最大限度完成教学任务，达到育人目标，实现教育

教学的三维目标整合，以求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益。
如在教学二年级下册“1 千米有多长”一课，教给学生的

理论知识，学生只能死记硬背，不利于永久记忆、思维发挥和

发展。 因此，我就设法用信息技术媒体，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创

设动静结合的教学图像、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使学生在形象

生动的画面、悦耳动听的音乐、及时有效的反馈中动起来，进

而掌握了 1 千米有多长等等。这样的教学方式便于操作，学生

乐于思考，效果良好。
三、巧用信息技术，能够突出教学重点，分散教学难点
数学是一门抽象性和概括性很强的学科， 学生往往不能

理解和利用他人的思维成果， 特别是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的

内容，恰当运用信息技术，变抽象为具体，调动学生感官协同

作用，解决教师难以讲清、学生难以听懂的内容。
如在教学六年级上册“圆柱的体积”公式推导过程中，光

凭教师的嘴皮子，即：首先将圆柱沿底面直径切成两半，然后

将两半再平均分成若干等份， 最后两半交叉拼成近似的长方

体，得到长方体的体积公式 V=SH。 这样简单、机械的传授，不

就是“纸上谈兵”吗？效果不佳。因此可以通过课件在一体机上

用动画的展示，一目了然，使学生在动与静的对比中、理性与

感性的交流中、抽象与形象的转换中，提高学习热情、加强对

知识的理解。合理地在课堂中利用信息技术，能恰当化解本节

课的疑难，使学习内容的过程和方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

启迪学生的思维。
四、巧用信息技术，使课堂练习灵活多变

利用信息技术媒体，可以设计形式多样的练习，如抢答、
填空、选择、游戏、实践等，同时可以丰富练习内容，给练习加

入情景，使学生感觉到练习与生活的联系，体会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 练习中还可以设计评价，如得到的红花、星星、红旗等，
这样来调动练习的积极性，而且使他们练习时更细心。

如在课堂练习中，我常运用 PPT，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设

置一些九宫格的男女竞赛活动———每一个格子通过超链接设

置相关习题，男女生分成竞赛的两组，依次选择格子，并对超

链接的题目进行作答，答对得分，率先将答对的格子连成任意

一条直线的一方获胜。既是习题，又是游戏，还是竞赛，激发了

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将课堂推向高潮，让学生夯实基础。
五、巧用信息技术，使课堂教学达到最优化

信息技术的直观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过程，成为课堂的主人。 在 40 分

钟里，将上课要用的例题、练习、情景交流或新的知识点，课前

设计在投影片或课件上，教师随时选用，增大了教学容量，提

高了学习效率。在教师的精心设计和恰当使用下，使课堂教学

达到最优化。
总之，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学教学，对于教师学生来说都

是有益的，关键在于适度运用，灵活处理，恰当选取，从而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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