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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课堂是为学生智慧生成而教的课堂，旨在提高教育的效力、促进教育创新、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

使教育更加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同时，为适应社会

发展，高中数学教育也提出了六大数学核心素养。基于此，首先分析了研究背景，探讨了数学核心素养

培养的重要性以及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兴起。接着，通过对智慧课堂优劣势的深入分析，强调了个性化

学习、互动性教学、实时反馈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最后，在实践路径方面，提出了合理运用教育技术、

个性化教学设计、多元化评价体系和教师培训与支持等策略，以提高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效果。这一研

究有助于为教育改革和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推动教育朝着更加开放、灵活和创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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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mart classroom is a classroom that teach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students’ intelligence, aim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promot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provide extensiv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make education more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digital age, and culti-
vate talents with a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for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ix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ies have been proposed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is first analyzed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the rise of the smart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The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mart classroom,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real-time feedback are emphasized. Finally,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path, strategies such as the ra-
tional us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ersonal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
tems, and teacher training and support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mathematics literacy. This research help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du-
cational reform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openness,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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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并在教育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信息技术正在

逐步改变传统教学的模式。2018 年 4 月 13 日，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其中提到我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现状，现阶段信息技术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已初见成效，但与现实要求还存在一定距

离，特别指出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还不够，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1]。
智慧课堂是为学生智慧生成而教的课堂，旨在提高教育的效力、促进教育创新、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

使教育更加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同时，为适应社会

发展，高中数学教育也提出了六大数学核心素养。随着信息化向教育行业的渗透，智慧课堂进入了校园，

将虚拟技术和现实教学融合，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体验。 

1.2. 研究意义 

智慧课堂是目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作为新型的教育方式和现代化教学技能，数学教育

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结合高中数学抽象性、严谨性和广泛应用性的特点，智慧课堂为打破数学难教、

难学、难懂的刻板印象，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首先，随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不再仅仅是传递知识，更应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智慧课

堂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提供了更灵活、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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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能力。 
其次，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学生具备深刻的数学理解、扎实的数学基础以及创新性的数学思维。

智慧课堂通过互动性教学、个性化学习设计以及实时反馈机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积极、深入的学习体

验，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培养他们在数学领域的自主学习能力。 
此外，智慧课堂的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科水平，也为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创新精神

和信息素养提供了机会。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社会的挑战，适应知识爆炸

的时代。 
最后，研究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对数学核心素养的影响，有助于教育决策者更好地制定教育政策和改

革方案。通过深入理解智慧课堂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可以为教育体制的创新提供依据，促使教育系统

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教育朝着更加开放、灵活和创新的方向发展。因此，研究

智慧课堂在数学核心素养培养中的优劣势，对于教育改革和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2. 智慧课堂的定义和优劣分析 

2.1. 智慧课堂的定义及结构 

关于智慧课堂的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各研究者提出的

观点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基于信息化和教育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因此，笔者在其他研究者的基础上，

给出自己认为的定义： 
所谓智慧课堂，是指以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等学习理论为指导，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高效、智能的课堂，通过构建智能化服务平台，推动学科智慧教学模

式创新，以提升学习者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促进学习者转知识为智慧，智慧发展的课堂。 
尽管各研究者对智慧课堂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其体系都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运用信息技术对

课前、课中、课后整个教学过程的跟踪和记录，监测和评价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其体系结构如图 1： 
 

 
Figure 1. Structure of smart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图 1. 智慧课堂教学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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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学智慧课堂的优势 

首先，智能化培养。智慧课堂的出现，改变了传统课堂中黑板加粉笔、课件加投影的教学方式，其

以智能终端设备、交互式屏幕和互动交流系统，构建了富有智慧的课堂环境。智慧课堂可以展示更丰富

的教学资源，创设更真实的问题情境，建立更准确的数学模型，收集更科学的数据，根据学生的需要进

行推送。基于数据，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性提供相应的帮助。在智慧课堂的帮助下，

数学教学可以实现抽象探究模型化、问题解决情境化、空间图形可视化、复杂问题简单化，对培养学生

的数学核心素养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其次，个性化发展。在传统课堂中，教师要同时兼顾班上所有同学的发展，对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存在一定难度。而在智慧课堂中，教师和学生可以建立资源库，学习云平台基于学生学习的数据

和习惯，分析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风格，为学生量身定做学习计划和学习方法，推送与之相匹配的学

习资源，实现有效的分层练习，真正做到个性化教学。智慧课堂将信息技术和数学教学相融合，以达到

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目的。 
最后，促进教育公平。现阶段，国与国之间、民族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教育水平仍存在很

大的差异，要提高数学教育质量，需突破地域限制，促进知识与思想的交流和融合，取长补短，实现共

同发展[2]。智慧课堂的出现，使传统数学教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习平台上的各种优质学习资

源，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从而缩小了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教育差异，促进了教育公平。 

2.3. 数学智慧课堂的劣势 

首先，数学知识学习碎片化。由于智慧课堂教学模式较为新颖，课堂上包含的信息较多，接受的知

识过多如果没有进行深度加工串联起来，将会导致知识变得散碎容易遗忘。碎片化的知识阻碍学生思维

能力的发展，也背离了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其次，教师主导地位被淡化。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可以掌控课堂的节奏，与学生的交流更有效

直接，教师的教可以随学生而动，教师的主导地位与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而在智慧课堂

教学模式下，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的氛围遭到削弱，师生之间更多的是信息层面的交互。互联网将削弱

学生对教师、课堂及教科书的依赖度，学生课堂学习的注意力有可能明显减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

优良课堂氛围将有可能遭到威胁，师生之间更多的是知识和信息层面的交互[3]，学生对知识的接收更多

来自于互联网，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违背教育的发展理念。 
最后，分散学生学习注意力。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师的教，学生的注意力

主要在课堂活动中，教师也能实时关注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情况并及时调整教学方式。而在智慧课堂模式

下，学生知识的来源不仅限于教师的教，还能源于互联网中让人眼花缭乱的教学资源，因此学生不再担

心课堂上没学懂的知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关注度和注意力下降。这种教学模式虽然在某一方面吸引了

学生的眼球，但学生容易沉浸在互联网中，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落实。 

3. 智慧课堂培养数学核心能力的实践路径 

3.1. 注重概念形成，渗透数学抽象 

数学学科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高中数学教材以背景到概念再到性质及概念的方式呈现，

数学概念是数学抽象的知识载体，数学概念的学习是数学抽象的基本方面。数学抽象通过各类数量、

图形的关系，抽象出数学概念并厘清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见数学概念学习对于数学抽象发展和数学思

维培养的重要性[4]。在智慧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在课前通过师生互动平台(学习通)发布预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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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慕课平台对相关概念进行初步的了解。课中教师应用智慧课堂资源将各类数量、图形的关系

呈现出来，吸引学生注意力，通过资源导入并结合学生预习内容通过平台进行互动提问，通过交互式数

学软件，如 GeoGebra、Desmos 等，让学生可视化和探索抽象数学概念。课后教师通过监视平台中提供

的师生互动和巩固训练的数据，了解学生对数量、图形的认识情况，结合实际应用的需要，再通过平台

拟定任务提供定期的数学练习和反馈，以帮助学生巩固抽象数学概念并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 

3.2. 巧计教学环节，凸现逻辑推理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数学教学要创设合适的教学情景，通过问题导学、情景

教学等方式启发学生进行思考，倡导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动手实践、展示分享等多样化学习方式，

来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数学最本质的特征是逻辑的严密性，逻辑推理素养是逻辑严密性的

重要体现，在形成和发展人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数学逻辑推理素养的培养

需要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智慧课堂教学模式为教师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将数学问题以数学游

戏和挑战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使用模拟工具，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数学实验和逻辑推理问

题的探索，借助在线讨论和协作工具，学生可以与同学和教师共享思考过程，讨论解决方案，共同解

决数学问题。在数学问题的解决方面，采用数学编程方法，将解决问题的公式和框架搭建起来，完成

逻辑推理思维的积累。 

3.3. 发展数学建模，提升综合素质 

数学建模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数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方法构建模型并解决问题的素

养，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已然在中学教学教育改革中达成共识[6]。数学建模涉及将数学知识应用于现实

世界问题的能力，通过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教师在

课前可以挑选适合学生发展水平的现实问题案例，利用模拟实验室，学生可以模拟各种现实世界情境，

进行实验和数据收集，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如 Excel、SPSS、Python 等，帮助学生处理和分析大量实际

数据，使用计算工具和数学软件，如 MATLAB、Mathematica 等，帮助学生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和方程，

最后教师将数学建模的结果可视化呈现，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模型的含义和预测结果。 
通过综合运用这些信息技术和资源，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数学建模的过程，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

并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数学知识。教师可以利用在线资源和课程，帮助学生学习数学建模的基本概念和技

巧，以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素养。 

3.4. 运用分层教学，夯实数学运算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中提出了 6 个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数学运算”

是其中之一，其基本内涵是“数学运算是指在明晰运算对象的基础上，依据运算规则解决数学问题的

素养．主要包括理解运算对象，掌握运算规则，探究运算思路，选择运算方法，设计运算程序，求得

运算结果等”[7]。对于学生来说，数学运算素养的培养往往是长期的积累，而学生的运算水平往往参

差不齐，在智慧课堂教学中，系统可以对学生的运算能力进行评估和诊断测试，了解每个学生的数学

运算水平，这可以确定哪些学生需要进一步的训练，哪些学生可以迅速前进，平台根据学生的表现调

整教学内容和难度对学生进行分层个性化教学，低水平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基础的训练，而高水平的学

生可以获得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同时系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实时反馈，教师监控学生的表现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分层教

学的有效性。通过智慧课堂中一系列的技术工具和方法，满足不同学生的数学运算需求，帮助每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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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上不断突破。 

3.5. 融入信息技术，助力直观想象 

直观想象借助几何直观和空间想象感知事物的形态与变化，而信息技术的合理引进能让这种感知达

到极致，学生能在枯燥，晦涩的数学学习中领略直观想象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很多看似无从下手的数学

问题若借助恰当的信息技术手段助力学生的直观想象，便能轻松获得解决问题的思路[8]。在教学中，将

科学实验、工程设计或艺术创作等领域的数学问题提取出来，使用数学绘画工具和建模软件，让学生创

造数字艺术品、3D 模型和动画，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创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加强

他们的直观想象力。 
很多数学问题的解决依赖直观和想象的融合，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来呈现数据和信息，让学生通过

图标、图形和交互式可视化界面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数据关系，其次让学生通过控制数据参数和观察模拟

结果来直观的理解数学概念。 
通过综合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教育者可以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素养，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解

决问题，同时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创造思维。 

3.6. 科学分析数据，培养分析能力 

对于数据分析素养，《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中是这样界定的:数据分析是指

针对研究对象获得相关数据，运用统计方法对数据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分析和推断，形成知识的过程，主

要包括收集数据，整理数据，提取信息，构建模型对信息进行分析、推断，获得结论[9]。智慧课堂将数

据收集工具、处理工具、分析工具和可视化工具进行多元整合，学生使用数据收集工具，如在线调查问

卷和数据库系统，收集现实数据，使用数据处理工具处理和清理原始数据，确保数据准确性和有效性，

教师指导学生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如 Excel、Python、SPSS、R 等，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可视化建构。在

此过程中，教授学生统计和数学知识，帮助他们理解数据分析背后原理。 
高中数学在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中都有统计部分的知识，分别培养学生数据分析素养的不同

水平，目标是学生最终能够在亲身实践中理解统计的基本思想[8]。教学中充分发挥智慧课堂的优势，为

学生提供现实世界中各领域的实际问题，如市场营销、金融领域、医疗保健、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案

例，让学生应用他们的数据分析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素养。 

4. 结语 

数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核心素养的培养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传统

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主要依赖教师的讲解，缺乏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而智慧课堂通过引入先

进的信息技术，提供了更多元化、个性化的教学手段，为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首先，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能够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对教育的挑战。其次，

通过深入研究智慧课堂在数学核心素养培养中的应用，为教育者和决策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以指导教

育政策和教学实践的制定。 
然而，智慧课堂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其应用仍然需要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探讨智慧课堂在不同文化、教育阶段和学科领域的适用性，以及如何更好地整合先进技术与

教学实践，促进数学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总的来说，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为学习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但是，智慧课堂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相结合的新产物，仍需结合多方的合力，从教育理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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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学习环境、教学方法、评估体系等方面进行整合，确保从信息技术到知识、从知识到智慧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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