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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普遍使用，数学实验开始进入初中数学教学课堂中。作者通过阅读相关

文献和进行实际调查得出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分别为没有普遍使用、没有恰

当好处、没有教学评价。由此，制定三个与此相关的对策，从而让数学实验更好地融入数学教学之中。

并且使用教学片段来进行说明对策，验证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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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comput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have begun to enter the classroom. Through read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on-
ducting practical surveys, three important issues have been identified regard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lack of widespread 
use,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teaching evaluation. Consequently, 
three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formulated to better integrate mathematical experi-
ments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se countermeasures are illustrated using teaching segment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49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49
https://www.hanspub.org/


刘思宇，刘斌 
 

 

DOI: 10.12677/ces.2024.125249 45 创新教育研究 
 

to verify the rationality of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
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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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课程理念中提出：要实施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活动。有效

的教学活动是学生学和教师教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学

生的学习应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认真听讲、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是学习数学的

重要方式[1]；数学实验是为验证某个猜想、解决某个难题、拓展数学思维，实验者借助实物(卡片、日历

等)或计算机(数学软件)，在实验的环境下根据数学实验的步骤进行的教学活动。所以，数学实验就是能

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活动，将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中是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 
传统的数学教育是从公理体系出发，沿着定义→假设→定理→证明(而且是严格证明)→推论这样一条

演绎的道路进行的[2]。在此教学过程中，往往以教师为主导地位。因此，学生认为数学知识晦涩难懂，

对数学学习也丧失了兴趣。而当下数学教育正在不断的革新之中，数学实验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将数

学实验的教学活动融入于数学教学设计之中，是对于传统教学的改进与完善。由此，笔者通过对数学实

验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并且制定相关问题，对湖南省岳阳市某初中将近 30 名数学教师进行访谈，

发现三个重要问题。分别为没有普遍使用、没有恰当好处、没有教学评价。因此，制定相关策略，用教

学片段来验证其可行性。 

2. 数学实验是一种内隐性资源 

2.1. 数学实验的问题：没有普遍使用 

 
Figure 1. Statistics of mathematics teachers using mathematics experiments 
图 1. 数学教师使用数学实验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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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有许多关于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文章，但是初中数学教学的课程和课时安排较为

紧张，许多教师为了应付中考，在上课过程中会忽略数学实验的相关内容。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或者是数学实验不重视的地区，学校的教学工具会导致完成不了数学实验的内容[3]。在对湖南省岳阳市

某初中将近 30 名数学教师进行访谈时，提出数学教师对数学实验的使用情况的问题，回答主要分为几乎

每次都做、经常做、偶尔做，几乎不做。如图 1 所示。 
由图可知，虽然这些初中数学教师都认为数学实验具有价值并且教科书中也有数学实验的栏目，但

是初中数学教师使用数学实验依旧较少[4]。 

2.2. 对策：数学实验与数学内容有机融合 

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是以一种内隐性资源的融入为主[5]。根据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数学

实验在初中教学中使用的实验工具应更多的以实物为主。在融入时，可以是课堂的引入，也可以只是对

某个概念的深化解释等等。也就是说，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不需要一节完整的课来进行，并没有

占用课时，而是融入于课堂之中。这种融入需要将教材中的数学内容和数学实验的内容有机融合。在现

在的初中数学教材中虽然有设置与数学实验相关的栏目，但是将教材的数学内容与数学实验相分离。为

了实现数学内容与数学实验的有机融合，举例说明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以下是该教学片段： 
教学片段：用字母表示数 
师：请同学们根据老师分的小组，小组内先观察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数字，并通过讨论归纳其规律，

用字母 n 来表示，最后验证这个答案。 
(1) 1,3,5,7,9,  
(2) 3,9, 27,81,243,  

(3) 1 1 5 7 1, , , , ,
3 2 27 81 27

  

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到数字规律。 
师：同学们，学会了数字的规律后，图形也有自己的规律。请同学们同样观察老师出示的图片小组

内进行观察、归纳、验证，并用字母 n 来表示图形中点的个数。(图 2) 
 

 
Figure 2. The pattern of letters 
图 2. 字母的规律 

 

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到图形规律。 
设计意图： 
用字母表示数在初中数学的教材中，大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例题，然后再通过例题中的规律，抽象出

字母来进行表示。因此，大部分的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用字母表示数的真正含义。但是用字母表示数是

代数式学习的基础，也是后续数学知识学习的起点。在本次数学实验中，并没有占用老师的课时时间，

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学生进行自主探究，让学生通过观察、归纳、验证的一系列实验活动，找到

字母表示数的优越，初步建立符号意识。在题目中使用分层练习，有利于小组学习讨论。并且采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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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形规律，学生可以理解不仅字母可以表示数也可以表示图形的规律，这是对教材的有益补充。 
由此可见，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并没有真正占用课时，教学工具的不完善也不是数学实验没

有普及的理由。而是应该将数学实验的内容与初中数学教学的内容有机融合，才能更为普遍的使用。 

3. 数学实验的一般性教学过程 

3.1. 数学实验的问题：没有恰当好处 

首先，大部分教师在教授与数学实验有关的内容时，没有进行提前的实验准备，比如数学实验所需

要的材料、环境等。其次，大部分教师在进行数学实验的过程中，没有让学生自主探究的过程，而是直

接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比如，老师只在 PPT 上展示函数图形的特征，而不去教学生怎么画函数的图像。

最后，教师过度使用数学实验。比如，在使用计算机进行数学实验时，教师只教会学生在计算机上操作，

而忽略了不在计算机上操作的步骤，过度使用计算机。在对湖南省岳阳市某初中将近 30 名数学教师进行

访谈时，也同样有以上情况，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ree situations in which mathematics teachers use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图 3. 数学教师使用数学实验的三种情况 

 

如图所示，大部分教师使用数学实验时都是不恰当的行为。由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感受

到学习数学的乐趣和探究数学的过程。 

3.2. 对策：明确数学实验的实验过程 

大部分教师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情况，是因为对数学实验在初中教学中的教学过程不清晰所导致的。

数学实验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教学过程一般为： 
第一步，根据实验类型，明确实验目的。数学实验在初中教学中一共有六大类型，分别为实物验证

型、实物理解型、实物探索型、计算机验证型、计算机理解型、计算机探索型[6]。而不同的实验类型有

不同的教学目的。教师在教授内容前要先根据教材内容辨别实验类型，明确实验目的。 
第二步，根据实验目的，做好实验准备。在实物型实验中，教师要对实物进行准备，比如卡片、小

球等。在计算机型实验中，教师要先对班级中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在创造一个数学实验的环境。比如

专门的数学实验室。 
第三步，根据实验内容，调整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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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验一般是从学生观察、得到猜想、验证结论、归纳结论的过程。但是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教师的引导和是否全程需要数学实验。 
第四步，根据实验结果，进行教学评价。 
在任何一堂数学实验课上完后，都需要对该堂课进行教学评价。具体评价的内容会在问题 3 中详细

讲解。 
在此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第三步。这需要教师有充足的准备和课堂生成的能力。由此，对

第三步进行具体的教学片段讲解： 
教学片段：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图 4) 
师：请同学们根据老师分的小组，观察老师 PPT 中展示的反比例函数的图像，猜想出画反比例函数

图像的步骤。 
 

 
Figure 4. Special inverse scaling function image 
图 4. 特殊的反比例函数图像 

 

生，通过观察和小组讨论，发现老师展示的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上有一些具体的点，所以首先是先求

出一些点来，再在图像中画出点，最后再用平滑的曲线进行连接。 

师：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猜想画出
6y
x

= 的图像。 

生：根据猜想和小组讨论，画出图像。 
师：老师将小组中画的图像进行展示，肯定同学们的图像。请同学总结归纳画图的步骤。 
生：归纳出画图的步骤为列表、描点、连线。 
设计意图： 
反比例函数画图的方法在教材中直接给出，为列表、描点、连线。学生在学习时，直接得到这个方

法，会枯燥无味，甚至后续会忘记。虽然反比例函数画图的方法是一个小知识点，经常会被忽视。但是

此方法是画函数图像的一般方法，也是数形结合思想的起点。在本次数学实验中，教师提前准备反比例

函数特殊的图像。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观察、猜想、验证、归纳的一系列自主探究，得出结论。

学生体会到了画图的整个过程，深化对该方法的理解。 
由此可见，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需要教师掌握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教学的一般方法，确定目的、

提前准备、把握内容、教学评价，才能恰当好处的使用数学实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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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学实验的评价标准 

4.1. 数学实验的问题：没有评价标准 

数学实验在初中数学教学中不断融合发展，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数学实验与初中数学教学案例

的研究。但是在融入数学实验的初中数学教学的评价标准上研究较少。没有一个具体的教学评价标准，

教师在教学时有较强的随意性，导致数学实验开展的不顺。而且现在正处于深度学习与核心素养的背景

下，数学的教学水平迫切需要提升，需要数学实验融入数学教学的评价标准。 

4.2. 对策：制定一般性的数学实验评价标准 

对此，笔者通过模仿王光明、杨蕊所写的“融入信息技术的数学教学设计评价标准”[8]和其他的教

学评价标准建立一个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评价标准。如附录表 A1。由此，通过对湖南省岳阳市

某初中将近 30 名数学教师所教的班级中选择 2 个教师的 4 个班级进行分组，一组的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数

学实验时，使用该评价标准，为实验班，给该教师进行评分并让教师按照评价标准上的评价进行更改。

另一组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数学实验时，不使用该评价标准，为非实验班。 
对此，做出如下统计：(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mathematic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est results for students in experimental and non experimen-
tal classes us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表 1. 使用评价标准实验班和未使用评价标准非实验班学生数学综合素质测试成绩统计表 

对比 人数 
总分(120 分) 基础题(70 分) 能力题(50 分)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分 标准差 

非实验班 120 110.54 18.16 66.55 13.09 43.99 8.43 

实验班 120 116.06 16.53 69.75 11.64 46.31 7.65 

Z 值 |Z| 2.46 2 2.13 

 
表 1 所抽取的两个样本属于两个独立大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用 Z 检验[6]。公式为

1 2
2 2
1 2

x xz

n n
σ σ

−
=

+

，将计算出的 Z 值与表 2 进行比对： 

 
Table 2. Z-values at significance levels when α = 0.05 
表 2.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时的 Z 值 

Z P 差异显著性 

<1.96 >0.05 差异不显著 

≥1.96 ≤0.05 差异显著 
 
由表可知，|Z| = 2、|Z| > 1.96、P ≤ 0.05，说明使用了该评价标准的实验班和未使用该评价标准的非

实验班的基础题成绩差异明显。|Z| = 2.13、|Z| > 1.96、P ≤ 0.05，说明使用了该评价标准的实验班和未使

用该评价标准的非实验班的能力题成绩差异明显，|Z| = 2.46、|Z| > 1.96、P ≤ 0.05，说明使用了该评价标

准的实验班和未使用该评价标准的非实验班的综合素质成绩差异明显。得到结论：调查说明 2023 年湖南

省岳阳市某初中使用了该评价标准的实验班和未使用该评价标准的非实验班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教师

在进行数学实验后应该进行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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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总的来说，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已经有大量的实践来检验其有效性，所以数学实验融入初中

数学教学是当今社会的必然趋势。解决没有普遍使用、没有恰当好处、没有教学评价这三个问题也迫在

眉睫。这三个问题相应的对策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将数学实验内容有机融合在初中数学教学之中、明确数

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步骤、制定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评价标准。虽然前 2 个对策提出了

相应的教学片段，第三个对策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标准，但是教师在初中教学使用数学实验时仍需要根据

具体情况去做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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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A1. Evaluation criteria 
表 A1. 评价标准 

教学

过程 
数学实验融入初中数学教学的评价标准 
(总分为100，80分为优秀，60分为及格) 

已完成 
5分 

基本 
完成 
4分 

不确定 
3分 

基本 
未完成 

2分 

未完成 
1分 

实验 
目的 

1. 找到教材中知识的内涵，明确知识产生发展的过程、

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以及知识的文化价值。 
     

2. 找到数学实验与当前知识的切入点，明确数学实验在

该教学内容中充当什么角色。 
     

3. 根据教材内容，明确数学实验类型。      

4. 可以说明所选数学实验的原因。      
5. 了解在不同的年级使用数学实验有不同的目的，如

七年级的目的应指向“数感、符号意识、空间想象和

模型思想”等核心概念。 
     

实验 
准备 

6. 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技能基础及其掌握程度，

如学习当前知识时的前期知识、已掌握的数学思想方法

、绘图能力、运算能力等。 
     

7. 了解学生对数学实验所持态度、学习的心理状态、

学习情感等。 
     

8. 了解在此次数学实验中要用到的实验工具，如卡片、

小球、计算机等。 
     

9. 了解现有的环境，知识点是否需要创设一个数学实验室。      

10. 了解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是否需要教师引导。      

实验 
内容 

11. 数学实验的引入适合初中阶段学生，符合学生生

活经验、兴趣爱好。 
     

12. 知识的生成、归纳、总结由学生自主完成，必要时

候教师引导。 
     

13. 根据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数学实验可以只是其中

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是整堂课。 
     

14. 针对教学内容择优选取数学实验，如几何内容，学生

自主操作，体会其特征。 
     

15. 根据实验目的和实验准备的设置，考虑数学实验在

使用过程中的原则，如目标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多

样性原则、操作性原则。 
     

16. 进行数学实验过程的学生参与度和交流与讨论能力。      

17. 数学实验的融入要符合教学内容的理解，适当调整教

材内容的呈现顺序和例题习题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数

学知识、层层深入，并注重学生前后知识间的联系。 
     

18. 教学环节紧扣、流畅，设计 意图表述明确。      

19. 板书设计合理，充分考虑应用数学实验后板书的特点，

重点突出。 
     

实验 
评价 20. 课后是否会进行数学实验相关的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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