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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通常是通过使用多种媒介进行的，如C30智能教学系统、班班通、

电脑软件Powerpoint、Mp3视频播放器、手机微信app等，相比较传统的以纸质书本、黑板板书为主的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信息化教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学生不但能够打破时

间、空间的局限性，实现全方位学习，还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查漏补缺，如交互功能、微课回放等，实时

跟进学生学习，掌握学生学习动态，从而实现多元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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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usually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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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d out through a variety of media, such as C30 intelligent teaching system, class communication, 
computer software Powerpoint, Mp3 video player, mobile phone Wechat app, etc.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er-led teaching methods mainly based on paper books and blackboard books,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has incomparable superiority. Through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students can not only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realize all-round learn-
ing, but als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heck gaps and fill gaps, such as interactive functions, 
micro-lesson playback, etc., to follow up students’ learning in real time and grasp students’ learn-
ing dynamics, so as to achieve diversifi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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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国家 2022 发布的《“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体

现了国家对乡村教育信息化的高度重视[1]。《2023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这份新国字号文件聚焦

“数字经济”与“农村建设”两大话题，立足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更是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新目标。把

信息技术应用于乡村的课堂教学势在必行。 
乡村教育以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为主，学生缺乏创新、创造力。而教师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课堂教学

过程中，通过扩充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日常教育过程，能够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实现信息化教育。使用

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与旧式的教学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它可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解决教师教学过

程中的问题，同时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农村教育信息化在部分地区

存在教师年龄大，学历低，教师信息化素养低，难引进信息教师等问题[2]。在诸多不利的因素下，为了

更好地在实际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以皖北地区某乡村数学教学为例，利用智慧课堂、多媒体、网络上

的优质资源、微课等多种信息技术，实施教学改革，以提升乡村课堂教学效果，提高乡村学生的创新能

力，以下从五个方面对信息技术的实际教学应用进行分条阐述。 

2. 信息技术在乡村小学数学中的应用 

2.1. 利用智慧课堂，创设情境教学 

智慧课堂能够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度。教师在课堂上生成问题，学生在平板上手动答题，拍照

上传。或者通过随机答题，抢答等多种形式来课堂互动，课堂气氛活跃，一堂课下来，学生兴趣盎然，

也逐渐意识到他们才是学习的主体，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当然好的课堂离不开教师背后的精心设计，

课下教师可以利用智慧课堂的本地资源，或本机资源，选择适合当地学生的资源，也可以博采众家之长，

二次加工变成适合自己的教学资源。教师将网络资源引入到备课中，就省了去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的时

间(还不一定能找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不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使课堂变成一个动态的过

程，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分数的生成与含义》课程时，深化了小学生对概念认知的重要拓展。为了使学生从多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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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理解分数的实际背景，展示分数的来源，促进学生对分数本质的掌握，我们在课前采用 C30 智能教学

系统，提前利用智慧课堂提供的丰富教学资源，选择了一些非常精彩并且有趣的视频素材。通过观察、

对比、分析和讨论等方法，加强学生对分数意义的理解，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学生的理解程度也大大

提高。 

2.2. 利用多媒体，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很多抽象的或无法直观描述的知识点，多媒体信息技术刚好弥补了这一短

板。小学生毕竟年龄还小，理解能力不强，所以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抽象的知识改成用动画的形式，

把静态的知识动态化；把抽象的、有难度的知识变成学生感兴趣的，喜闻乐见的；既降低了学习难度，

又提高了学习效率。当然，这就要求教师要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才能更好的利用好信息技术

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方式[3]。 
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中《用分数加减法解决问题》这一课，就比较抽象，很多学生就不能理解。小

乐品尝了半杯纯果汁后，觉得稍微过甜，于是就添上了满满的水。之后他又吮吸了半杯，然后出门娱乐

去了。那他究竟消费了多少杯的纯果汁？喝多少杯的水呢？这是数学上有名的喝牛奶问题，很有意思。

我国古代学者庄子在《庄子·天下篇》中就讲过这个问题。这一课的教学难点就是理解抽象的数量关系，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借助几何直观。为了理清、分析这些数学信息及数量关系，教师熟练的

运用多媒体，列表、画线段或示意图，亦或利用多媒体展台进行现场演示等方法，让学生有最直观的感

受。这样鲜活的课堂环境，哪个学生又能抵抗的了呢？而且还远远超过了课堂所预期的教学目标。 

2.3. 利用网络上的优质资源，培养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也是不断深入。现在的数学教学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加

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乡村小学，无论是软件或硬件与城里相比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教育信息化

应用于教学中，可以使这种差距缩小，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化。 
以五年级为例，数学下册书里有二十五个练习，其中带*号的题共有十四道，这样的题都是有一定难

度，是本学期数学知识的拓展。在农村学校，学生的思考方式常常受到限制，往往感到困惑；然而，教

师可以借鉴网络上优秀教师的优质课程，以及有效的解题策略，这不仅能够扩充学生的知识储备，还可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技巧。 

2.4. 适当的利用微课，突破教学难点 

新课程标准在课程理念第 5 条，也提出促进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融合。小学数学教师在新课程标准

下使用信息技术，是为了促进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提升学生的探究热情，激发学生想象力，提高学生

的信息素养。微课，形成的是一种充满创新性和活力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时间紧凑，适应了小学生年

龄较小、注意力无法长期专注的特性。微课这种分散式的教育教学恰恰应运而生，逐个攻破学习难题，

有助于针对性地消除学生在学习上的“阻碍”。教师微课的使用，让学生找回了学习的活力，丰富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质量[4]。 
小学数学一到六年级，除了一年级第八单元安排的是找规律以外，其他年级安排的都是数学广角活

动。利用数学广角把数学知识融入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学以致用。在五年级的数学课程中，“找

次品”的安排作为一种探究性活动，旨在通过观察、推测和实验等方法来解题。此活动有助于学生领略

到解题策略的多元性和优化思维，且能够以直观、清楚、吃透且具有逻辑性的方式呈现推理过程。然而，

在此单元学习前，该问题很少被涉及，学生们没有相关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因此其学习难度相对较大。

上课之前利用信息技术，观看了许多名师课，尝试很多的教学方法，但依然有好多学生一知半解，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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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把名师“请进”课堂，把名师的精彩微课通过投屏的方式播放，对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反复观看，达

到加强记忆的目的。希望农村的孩子无需进城也能获得城市的高质量教育资源，同时满足农村教育信息

化的需求，这能有效地减少城乡教育的不平等，推动教育的平衡发展。 

2.5. 利用微信群进行课外学习辅导 

学校的发展依赖于教育与教学的质量，这是对学校的最佳评判标准。所有的学校活动都会以如何增

强教学质量作为中心，这将最后反映在受教学者的素质上。课堂教育针对的是大部分学生，但课堂时间

有限，对于班级的少部分学生会出现“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现象。优等生重在突出，差生重在提高，

校内从早读到延时服务结束，找不出时间来做提优补差了。如何改善就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激励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恰好提供了灵感，于是想到利用班级微信群。班级的微信群都是学

生家长实名。教师每日都会在特定的时间为学生提供一道独特的数学问题，并鼓励他们尝试解决。我们

接受口头解释和照片上传的答题方式，并以积分奖励的方式鼓励答题。我们每两周将进行一次评估。奖

品主要是学生喜欢的小礼品，还有特别的免作业卡。根据所获奖项的级别，学生有机会上台选取他们中

意的礼品，每当此刻，都会让他们十分兴奋，为此他们会坚定地继续前行。教师时刻的评价和解答普遍

存在的问题，立刻让课堂上的优秀学生和一般学生有了明显的进步，而学习困扰的学生也会偶尔加入到

这个过程中。 
二、长效性。我们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分层的同学训练，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体验到成功的欢愉。我

们均衡发展“优势提升”和“差距填补”，两者并重。 

3. 信息技术在乡村小学数学中的挑战和问题 

3.1. 体现教师主导地位 

对于信息技术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应用，我们必须要注意避免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可能导致的问题。

作为教师，提升专业技能和知识是关键的考量，只有通过精确地描述和示例，才能赢得学生的喜欢和尊

重。因此，我们必须深化对信息科技在数学教学中含义的理解，并在教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将多媒体技术

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 

3.2. 相应的基础设施达不到教学要求 

目前，一些校园已经配备了 C30 智能教学系统，但是因为地区经济的差异，对于更多的学校，一些

乡村学校还没有达到配置一套完整的多媒体教学系统的水平，如何把多媒体技术引入到数学课堂还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3.3. 教师信息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对于中老年教师来说，他们更习惯于传统教学模式。制作一个 PPT 平均需要 20~30 分钟。因此现代

教学手段虽然方便，但是许多老师担心时间成本高，加上接受新鲜事物的接受度较低，导致了现代化设

备的限制。 
现在的教育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运用。尤其是把信息技术应用于乡村小学教育，对于乡村基础教

育的发展，乃至振兴乡村教育都有着重要作用。尽管当前面临一些困难和难题，但是通过各种手段，如

激励年轻教师带领资深教师积极地制作课件，以及实施相应的奖惩制度来确保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率，借

助各种表现方式，让参与此项活动的教师能够在活动过程中感受到现代化设备的吸引力，这使得小学生

对运用信息技术的课堂更加感兴趣，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把知识传递给学生。传统教学 +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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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我们的教学，使学生的学习生活变得多样化起来，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爱上数学，把抽象知识

变得生动，注重思维培养，以及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全面的数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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