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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投屏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广泛地运用于教学之中。投屏技术融合了图文、视频、声音等

多种元素，改变了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

教育事业，给学生视、听等全方位的感受，这使得教学效率得到极大

的提升。 

在这种背景之下，初中数学信息化教学已成为主要趋势，这对于

提升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初中数学包含了

很多知识，而且很多都无法直接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来进行展现，因此

会显得比较枯燥，学生的兴趣得不到激发，很多知识不知如何来运用。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很有必要引入信息化手段，充分利用投屏技术

来丰富数学教学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激发学生兴趣，提升教学效率。

为了进一步实现高效课堂。 

主题： 

因为数学课堂有其本身的抽象性，学生的数学思维还不成熟，所

以运用数字化教育资源来提升课堂兴趣和参与度，让特别抽象的平移

现象通过动画来演绎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再加上学生亲身体验参与，

师生的互动和学生的探讨交流，多层次立体激活课堂，在灵活的课堂

交响变奏中让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具体化、易记，有效。 

一、恰当地使用视频资源 

片段 1： 

播放游乐场动画视频。 

提出观察要求：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看看画面上都有

哪些物体在运动，它们是怎样运动的？（数字教学资源出示游乐场的

场景图：开火车、旋转飞机、缆车、观光电梯、滑梯和飓风车等。） 

提问：请同学们说出你观察到的运动方式?（引导学生用手势、

来模仿运动的轨迹。） 

片段 2： 

（1）谈话：什么是平移？平移就是物体或图形的位置变化。像

缆车是向前平移，滑滑梯是向斜方向平移。你瞧，这里有一个观光电

梯，它是什么运动？（平移） 

（2）教师：说得真棒。这观光电梯，它的上升、下降都是沿着



一条直线移动，就是平移。就是图形上的所有点都按照某个方向做相

同距离的位置移动，叫做图形的平移运动，简称为平移。（板书） 

（3）谈话：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平移现象（师走到窗户

旁）你瞧，我把窗户打开，这个 

推开窗户的运动是什么现象?（平移）对了，这是平移，那么在

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平移现象？举例说说。 

同学举手回答，发现生活中的实例。 

在教学里面增加了视频画面，让画面再现，让他们直观体验到平

移运动从趣味中寻到理性的知识，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并且在提高了

参与度的情况下，学生们在情境中很轻松地由体验过渡到了理性的归

纳。 

数学领域是符号和数字的领域，学生的思维特点决定了只能采取

较为轻松和简单的方式，深入简出，化繁为简，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生活和情境体验在课堂中应该占主要，一是参与情境体验能获得更深

刻的知识提示，同时也在观察中学会了理性的逻辑推理。我们不用 

去挖空心思的做复杂的教具和图示，生活里每一个细节都能衔接课堂，

而且简单易懂。所以我利用多媒体投屏，化复杂枯燥的讲解为简单的

图示推演，并且辅之以教室里随处可见的东西作为参考和演示补充，

学生即刻就可以动手，收获的情境体验是很有价值的。学生也在良好

的课堂架构中懂得了更多。 

二、适时出示课件，促进思维交流 

片段 1：投屏展示网格中小船运动， 

谈话：请同学思考小船上停着的两只小鸟，哪只走的更远一点（课

件出示图形） 

（1）学生小组讨论 

（2）学生交流自己的想法，师演示连线。 

发现小船和两只小鸟运动轨迹。 

（3）追问：移动的距离是多少？ 

多媒体投屏设置氛围是及其有效的，面临数学问题，我们必须创

设良好的氛围，利用这个平台提升学生兴趣，从生活化的事例里去理

解复杂的文本知识。巧妙地化解文字和符号带给他们的陌生感和神秘

感。 

在情境氛围中，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又有交流探索的思维碰

撞。引用学生有兴趣的话题，参与度也很高，效果很好。 



三、巧妙应用媒体资源，让课堂灵活有效 

片段 1 

①询问学生如何画出平移后的图形。 

②提问：移动的轨迹有什么位置关系？ 

③谈话：说得真棒！（课件出示移动）小三角形平移轨迹，平移

后重合。 

④提问：你发现了什么？ 

生小组讨论后汇报：我发现了平移后小三角形大小、方向是不变

的，运动轨迹的线段互相平行。（板书：形状大小、移动方向不变） 

片段 2 

谈话：观察到了图形平移的关键，尝试动手操作，画一下平移后

的图形。 

生小组讨论交流并完成 

师巡视：发现操作规范的同学，通过多媒体拍摄，实时投屏展示

给同学们，同时发现共性问题也同步投屏，并及时纠错。 

有利于师生互动和交流，让课堂灵活有效。我们也看到很多老师

怕学生操作不好而越俎代庖，其实不然，即便是学生的操作有误，也

正好作为调整的重要案例，并且在逐步纠错中完善对知识的理解和评

价。利于这个实时投屏平台，提升课堂效率。通过学生的体验和落实

我们才可以真正放心他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和得到消化。过程中不能缺

乏老师的有效演示和互动。我会故意展示一些方法不当的作图，学生

和老师的互动交流更加深了过程参与的能动性和有效性。学生的视觉

经验和操作体验合二而一，掌握知识也就有条理，透彻明了。过程中

老师的和学生的思维交流也包含语言和动作的交流，问题一定要合理，

有思考的价值，深浅适当，既有严谨的推理逻辑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理解能力。亲切的语气和眼神动作的沟通都也会有效地促使学生的思

考，这样的多层次交流才可以让学生在课堂真正的“活”起来。 

总之，数学课上，我们怎样使用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使课堂思维

活起来，以强化学生的参与度，师生交流的契合度，演绎知识的传递

和能力目标的达成，是摆在我们每个数学老师面前的常规课题，我们

都需要通过课堂做有益地探索。数字化教育资源，给了初中教师一个

很大的操作平台，可以承载教学丰富的思维扩展空间，老师要正确、

合理的使用，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