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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是在个体和情境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情境是一切知识和技能获得的基础，其观

点对数学学习情境的创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利用几何画板这一软件平台，输出直观性的数学信号，

创设多种有效的数学情境，进而使数学知识形象化，激发初中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加深初中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实现初中数学教学的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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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tuational cognitive theory believes that knowledge is genera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
viduals and situations, and that situations are the basis of all knowledge and skills acquisition, and 
its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reation of mathematical learning situation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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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ims to use the software platform of geometric drawing board to output intuitive mathe-
matical signals and create a variety of effective mathematical contexts, thus visualizing mathe-
matical knowledge, stimulat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in independent inquiry, dee-
pen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realizing the efficiency of ju-
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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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境认知理论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继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学习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信息

加工”学习理论后与建构主义大约同时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1]。情境认知理论探究人类认知的

本质和研究人类知识与真实情境的关系的一种理论。它认为知与行在情境中交互发展，人类只有在真实

情境中参与实践活动，才能不断促进个人的学习和知识的积累。 
在情境认知理论支撑下，数学课堂中的情境引入是提高教学质量、改革课堂教学的重大突破点。几

何画板作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创设多种多样有意义的数学教学情境，如直观观察动态变化的情境、数

学问题生活化的情境、引导自主探究的情境等。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数学情境中，激发调动已有的旧知识，

经过观察、对比辨析原有的认知结构，逐步吸收内化新的知识，构建新的认知结构，使得数学学习的逻

辑框架愈发清晰。 

2. 情境认知理论下创设数学情境 

和传统认知理论不同，情境认知理论重新阐释了学习的本质。情境认知理论的代表学者 Schon 提出

知识不仅是个人心理内部表征，而且是个人与社会、情境互动的产物，知识的获得有赖于社会文化情境

的创设和学习者在参与的过程中的学习和反思[2]。由此观之，学习者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数学知识的

获得知识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相应数学文化情境的创设。就数学学习的认知本质而言，对于数学知识的

深入理解和熟练运用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知识的习得是具有情境意义的。就数学课程的学习特点而言，

创设数学情境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从数学发展史来看，数学和社会的发展是彼此促进，互相依存的关系。尤其是如今的大数据

时代，数学的学科应用以强劲的势头全方面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不仅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初中数学带来丰

富多彩的教学素材，而且也意味着在初中数学课堂中创设数学情境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 
第二，学会自我思考和主动探究是学习数学的核心，教师通过平铺直叙的语言讲解来揭示某些数学

概念、数学定理和公式的由来，太过无聊刻板。教师在教学中要创设多样化的、合理的情境，并且引导

学生深化理解该种数学思想方法，掌握该数学知识点，进而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不同数学知识点的本质

特征[3]。 
第三，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学生构建知识的逻辑过程完全等同于教师的教学过程。教师口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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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辅助以粉笔和黑板的板书，以此方式去推导数学知识的产生，这是目前初中数学的教学现状。做题的

正确率是教学成果的一种直观展示，但不是唯一的考核标准。中学教师为了提高学生做题的正确率，从

而抛弃数学知识的推理过程，只注重解题技巧的训练。刻板的解题思路和僵化的解题方法导致初中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探究欲和求知欲急剧下降，阻碍了学生数学逻辑思维的提高。 

3. 几何画板创设数学情境的优势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结论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会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

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部情况[4]。这也是如今初中数学课堂教学

的窘境，数学知识几乎以结论的方式强行灌输给学生，以解题技巧的强化作为数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如

何突破这种窘境呢？答案就是还原知识的产生过程，通过创设数学情境来揭示数学知识的核心特征。如

何合理有效地创设数学情境呢？几何画板就是极为优秀的创设情境和辅助教学的软件。 
1) 几何画板概述：几何画板被誉为“21 世纪的动态几何”，作为一个出色的辅助软件，该软件以点、

线、面为基本单位，组合构造出预期的复杂图形，构建平移、旋转等变化，动画演示某一物体的运动轨

迹，极大程度上贴合初中数学课程中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数学知识的教学[5]。 
2) 几何画板特点： 
a) 直观性：以点、线、面为基础要素构造创设数学情境所需的多种图形，拖动鼠标、构建运动方程

等方式，动态地展示目标对象的几何位置变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教学过程。还可以用不同的颜

色区分每一个运动对象，使得运动变化更加清晰直观。 
b) 探究性：使用几何画板理解平面几何的基本性质，探究不同对象的运动轨迹等几何规律，归纳总

结函数的图像、单调性等性质，在探究中不断发现问题，逐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完善自我的知识框架

[5]。 
c) 简便性：几何画板制作教学课件，省时省力，教程简单容易掌握。 
d) 差异性：同一位教师讲解不同的知识点，利用几何画板创设不同的数学情境。即便讲解同一个的

知识点，不同的教师还是要用几何画板创设不同的数学情境，这是因为不同的教师讲课风格各异，思考

问题的逻辑各有千秋。 
e) 精确性：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徒手画立体几何图像、函数图像甚至是动点的几何轨迹。徒手作

图不仅缺乏绘图的准确性和规范性，而且会浪费很多课堂教学时间，降低了教学效率[6]。二维平面绘图

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直观想象力，加大了教学难度。几何画板能够精确地展示函数、几何和动点等动态

问题，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4. 几何画板创设的初中数学情境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也逐步走进教育教学之中，其中几何画板就是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 1995 年正式汉化引入中国。初中数学知识的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然而初中学

生的代数几何基础薄弱，缺乏一定的空间想象力。例如学生难以深入理解二次函数的基本概念和性质，

那么掌握函数的推导方法并能熟练运用就无从谈起，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就陷入了困境。随着几何

画板进入中学课堂，教师根据教育目标和教学目标，创设有效的数学情境，将数学知识化抽象为具体，

将数学知识的推导过程化繁为简，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

和空间想象力，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加课堂探究活动，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化[7]。 
1) 创设动态变化的情境 
立体几何是初中数学教学的重点。因为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较弱，所以这一知识点也成为教学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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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传统的数学教学课堂中，教师采用“粉笔黑板”的板书教学，使得立体几何以静态的形式呈现在黑

板上，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大打折扣。几何画板作为教学辅助软件走进中学数学课堂，将二维的平面图

变成三维立体图形呈现出来，直观认识到点线面在立体图形中的数量关系。几何画板大大节省了作图时

间，也提高了作图的准确性，抽象知识也变得更加简单直观。 
案例一：圆柱和圆台侧面展开图 
教师先引导学生复习圆柱和圆台的基本概念，再利用几何画板构造圆柱和圆台，通过变化展开的图形

来动态地演示圆柱侧面展开图(如图 1)和圆台的侧面展开图(如图 2)。帮助学生从另一个视角学习圆柱和圆

台，增强立体几何的形态变化，加深学生对立体几何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Figure 1. Side view of circular table 
图 1. 圆台侧面展开图 

 

 
Figure 2. Side view of the cylinder 
图 2. 圆柱侧面展开图 

 
案例二：三棱锥的体积推导 
定理：“三棱锥的体积等于它的底面积 S 与高的乘积的三分之一”。立体几何的教学过程中，认识

三维图像的基本构造和空间特点是最基础的内容，如何推导公式，如何探索定理是立体几何的教学难点。

传统的中学数学课堂中，教材中将三棱柱分割成三个棱锥，教师通过教材和板书讲解该定理的证明过程

时，以高站位的视角推导计算公式和总结规律。一方面忽视了学生数学知识储备的现状，另一方面忽略

了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数学情境，没有给予学生相应的思考情境[8]。这就使得学生只能死记硬背

定理去解题，而不是灵活运用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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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利用几何画板构造三棱柱，在三棱柱内部确定不同的点。两点确定一条线，三条线确定一个面，

动态显示三棱柱被分割成三个三棱锥的过程(如图 3)。创设动态分割变化和动态组合的情境，启发学生的

空间思维能力，诱发学生的直观性联想，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增强中学数学课堂的趣味性进而有效数学

课堂的教学质量。 
 

 
Figure 3. Derivation of the volume of a trigonal prism 
图 3. 三棱柱体积推导 

 
2) 创设对比探究的情境 
学生学习新的数学知识时，一方面联系原有的知识，寻找记忆的着力点，另一方面对比辨析原有的

认知结构，促成知识的分解内化。在对比辨析过程中，原有的知识概念会产生认知阻力，干扰学生对新

知识本质属性的理解。教师利用几何画板的函数功能，创设对比探究的数学情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将原

有的知识和新知识进行比对分析，帮助学生扩充已有的数学认知结构，使得数学学习的逻辑顺序和知识

点框架愈发清晰。 
案例三：二次函数 2y ax bx c= + + 的图像和性质 

 

 
Figure 4. Function image 1 
图 4. 函数图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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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Function image 2 
图 5. 函数图像 2 

 

 
Figure 6. Function image 3 
图 6. 函数图像 3 

 

 
Figure 7. Function image 4 
图 7. 函数图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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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中，教师先列表再描点徒手作图，画出二次函数的图像，静态分析图像，进而函数的单调

性、对称性以及函数值的增减等。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理解函数图像是很费力的。二次函数里包

含很多细碎的知识点，如：a、b、c 各自代表什么含义？一般式、两点式和顶点式这三种表达式各自代表

什么含义？如何正确书写？什么样的表达式更方便思考？这些数学知识的框架结构混乱不堪，如果学生

只靠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机械式重复来记忆二次函数的概念和基本性质，那么这样的数学学习何乐之

有呢？ 
华罗庚曾说“数缺少形时少直觉，形缺少数时难入微”。人的思维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初中学生

的形象逻辑思维发达，而抽象逻辑思维还在发展中。对学生来说，掌握函数思想、了解函数运算方法并

善于应用是非常不容易的。教师利用几何画板的函数方程先确定 3 个特殊位置，光滑的线条依次连接这

三点，准确绘制出所需的二次函数图像。有规律地改变参数 a、b、c 的值，并且提出以下四个自主探究

性问题，引导学生观察函数图像的变化。 
自主探究一：几何画板绘制 2y x= 的函数图像，观察该图像的特征(如图 4)。 
自主探究二：几何画板绘制 25y x=  (如图 5)，学生观察对比自主探究一的图像，分析这两个函数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几何画板绘制 2 2 25  1 y x y x y x x= = + = + 的函数图像，学生观察对比自主探究一的图像，

分析这 4 个函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如图 6)。 
自主探究三：根据自主探究二的分析，引导学生从函数的开口方向、顶点坐标、对称轴、单调性等

角度大胆猜想二次函数的基本特征。教师不否认学生自主探究二的猜想，并且补充提出二次函数正确的

特征，用几何画板验证学生和教师的猜想。 
自主探究四：在自主探究三中得到正确得猜想，继续绘制 2  y x= −  2 1y x= − +  2y x x= − +  25y x= −  

(如图 7)。学生小组讨论，对比研究以上函数的基本特征，用分类讨论和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分归纳总

结出二次函数 2y ax bx c= − + + 的一般规律。 
教师举出一些函数方程，利用几何画板绘制函数图像，引导学生观察图像并且分析不同图像之间的

异同点，通过自主探究逐步归纳出二次函数的基本特征。创设对比探究的数学学习情境，并辅助数形结

合的思想，这有利于学生在脑海中构建出二次函数图像的框架，有利于培养学生想象型思维，提高学生

的逻辑思辨能力[9]。 
3) 创设读懂题意的情境 
波利亚认为，解题是智力的特殊成就，题目是数学的心脏。数学教学的本质在于教会学生解题，所

以创设读懂题意的数学情境就尤为重要。解题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读题并理解题意，只有真正读懂题

意才能确定有效的解题思路，这是制定可行的解题计划的前提。 
案例四：轨迹问题 
如下图所示，竹竿 AB 斜靠在墙上(竹竿长 15 米，墙角为 90˚)竹竿 AB 倾斜角为 α。竹竿顶端 A 下滑

到点 A′时，竹竿另一端 B 向右滑到点 B′，此时倾斜角为 β。 
问题 1：线段 AA'的长为________米。 
问题 2：竹竿 AB 滑到 A′B′时，AB 的中点 P 滑到 A′B′的中点 P′，则点 P 所经过的路线长为__________

米(两空格均用含 α、β的式子表示)。 
学生不能理解题意，多次读题依旧不能想象出竹竿沿墙滑下的情境，此时再多的解题思路都是无用

的。教师就可利用几何画板构造出竹竿和墙角，在将两者有效连接，构建出竹竿滑落的情境，使学生也

能够快速理解该题目的动态变化(如图 8)。通过移动的直线来表示竹竿的运动，帮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

察竹竿运动，增强学生对竹竿运动的理解，主动引导学生探究竹竿运动的规律，从而引出该题的本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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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点的轨迹问题(如图 9)。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学生的联想，培养学生积极探索与总结归纳

问题的能力。 
 

 
Figure 8. Bamboo pole sliding 
图 8. 竹竿滑动 

 

 
Figure 9. Bamboo pole trajectory 
图 9. 竹竿轨迹 

 
4) 创设生活情境 
弗赖登塔尔的现实主义数学教育思想认为数学的现实性能实现数学化离不开情境的运用。创设现实

生活情境让教师教授的数学知识和学生现实生活中的数学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其了解数学来源于生

活并应用于生活。 
案列五：距离最小问题 
有 A，B 两个村庄，现在准备在公路边修一水井 P，问Р修在哪个位置使其到 A，B 的距离和最短？ 
教师充分挖掘数学知识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将抽象的数学问题形象化和生活化，把课堂所要讲

解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融入到生活实例中(如图 10)，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并提出假设[10]。然后利用几

何画板，一边移动Р点并让学生观察 AP、PB 和 AP + PB 的大小变化。让学生自己根据观察思考进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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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P 点具体位置，得出最后的结论(如图 11)。学生在教师创设的生活情境中边观察边推理总结，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与发展的统一。 
 

 
Figure 10. Well construction 
图 10. 修井 

 

 
Figure 11. Shortest distance 
图 11. 距离最短 

5. 反思与总结 

几何画板在初中数学的课堂教学中有着显著的优势，极大地提升初中数学的课堂教学质量，促进了

学生数学思维的全方面发展。但是不合理地利用几何画板进行教学会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第一，教师要合理使用几何画板的功能。几何画板是一款强大的辅助教学软件，除了基础绘图功能

还有其他的功能，但是无益于教学的功能就不合适使用。 
第二，教师要适度使用几何画板。对教师而言，过度使用几何画板来代替必要的语言讲解，教师就

会难以集中精力进行数学课堂教学的创新，难以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对学生而言，过度依赖几何画板上

呈现出来的直观函数图像，造成数学逻辑分析能力的下降，以至于离开几何画板的图像绘制，就不会

做题。 
初中数学教师要利用几何画板创设数学情境，增强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使数学教学活动得到有

效的开展。学生融入数学情境，通过观察、比较、分析从而参与自主探究活动，提高了对数学的求知欲，

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477


王英，高云柱 
 

 

DOI: 10.12677/ae.2023.135477 3040 教育进展 
 

参考文献 
[1] 姜乔. 基于情境认知理论的地理教学情境设计[J]. 地理教学, 2019(3): 33-36. 

[2] 王斯璐, 吴长安. 留学生高效汉语情境认知学习策略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55-62.  
https://doi.org/10.16164/j.cnki.22-1062/c.2022.05.008  

[3] 邓海英, 严卿, 魏亚楠. 数学情境问题解决错误分析与评价[J]. 数学教育学报, 2021, 30(1): 61-67. 

[4] 袁媛, 李文娜, 赵辉. 用几何画板创设物理情境[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09(18): 46-49. 

[5] 赵生初, 杜薇薇, 卢秀敏. 《几何画板》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J]. 中国电化教育, 2012(3): 104-107. 

[6] 钱大波. 《几何画板》辅助中学数学教学[J]. 中国电化教育, 2000(10): 31-33. 

[7] 张栋科, 张月. 初中数学情境化微课的设计框架与应用路径[J]. 教学与管理, 2020(22): 39-42. 

[8] 黄翔, 李开慧. 关于数学课程的情境化设计[J]. 课程∙教材∙教法, 2006(9): 39-43.  
https://doi.org/10.19877/j.cnki.kcjcjf.2006.09.009  

[9] 胡玉琼, 毕秀国. 初中“数学情境与提出问题”教学的实践——“二次函数”单元情境教学案例[J]. 数学教育学报, 
2003, 12(4): 90-93. 

[10] 孔维程. 小学数学教学情境课堂的创设方法的探讨[J]. 教育教学论坛, 2014(39): 202-20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477
https://doi.org/10.16164/j.cnki.22-1062/c.2022.05.008
https://doi.org/10.19877/j.cnki.kcjcjf.2006.09.009

	浅谈情境认知理论视域下几何画板创设的初中数学情境
	摘  要
	关键词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Context Created by Geometric Drawing Board in the Contextual Cognitive Theory Perspec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情境认知理论下创设数学情境
	3. 几何画板创设数学情境的优势
	4. 几何画板创设的初中数学情境
	5. 反思与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