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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TPACK (技术、教学和学科知识的整合)视角出发，根据《课程标准》要求探讨了高中数学立体几

何教学的策略研究。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还需要掌握教学技能和技

术应用，以提高教学效果。立体几何作为高中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既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几何学知识，

又需要他们掌握立体图形的空间想象能力和解题技巧。信息技术与高中数学立体几何课程的深度融合既

可以提升教师的TPACK理论能力又可以促进学生在立体几何领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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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strategic research of mathematical solid geometry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ac-
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today’s information age, teachers not on-
ly need to have solid subject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to master teaching skill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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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y not only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solid geometry knowledge, but also needs them to 
master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of solid graphics. The deep inte-
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al solid geometry courses can not 
only improve teachers’ TPACK theory ability but also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olid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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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之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不仅启迪了人类的思维，也为教育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教育技术也成为提升教学质量和

效率的一种新的手段。然而，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教育技术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现有的研究

来看，教师在使用 TPACK 理论进行立体几何教学时存在一些问题，如忽视教学方法的学习、教学软件

的使用不足以及三者的整合不够。此外，教师对于运用信息技术来辅助立体几何教学的能力仍需加强[1]，
尤其是在技术翻新方面的能力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进一步提高自

己的 TPACK 水平，以更好地整合技术与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 

2. TPACK 理论 

科勒和米沙拉提出的 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理论为教师提供了一个

强大的框架如图 1，帮助教师在信息时代中更好地适应教育需求，通过整合技术、教学法和学科内容知

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2]。 
TPACK 理论基于舒尔曼提出的 PCK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基础上，扩展到包括技术

知识在内的更广泛的知识领域。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强调教师不仅需要掌握单一领域的知识，还需

要掌握如何将这些知识有效地结合起来，以实现有效教学的目标。具体来说，TPACK 包括以下三个

主要元素[3]： 
1) 技术知识(TK)：涉及教师如何展示技术专业知识，技术知识考虑了教师将技术工具和资源整合到

课程内容的教学实践中的要求，并且涵盖了传统技术工具和信息技术手段，如硬件设备、软件应用和网

络资源等[4]。这些技术工具不仅能够丰富课堂教学，还能提供新的学习机会，使学生能够更加自主和灵

活地学习。 
2) 教学法知识(PK)：涉及教师如何展示在教学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在设计课程以及制定教

学计划时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了解学生的需求、背景以及如何根据这些信息来设计适合的教学

策略和评估方式。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学科内容，同时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 
3) 学科内容知识(CK)：涉及教师对本学科内容的深入理解，包括对基本概念、定理和论证的分析，

以及对学科与其他学科本质差异的掌握。教师通过教授学科内容知识，不仅能够加深学生的理解，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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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建立起与特定学科相联系的认知结构。 
 

 
Figure 1. The composition of TPACK 
图 1. TPACK 的组成 

3. TPACK 视角下立体几何的教学策略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整合信息技术与教学已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途径。特别是对于高中数学

学科而言，立体几何不仅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逻辑性，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如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等。所以在高中数学立体几何的教学中，TPACK 理论与高中立体几何的整合尤为重要，因

为它不仅涉及到数学知识的传授，还包括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以及如何通过教学法来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 
1) 摆正教师观点，加强网络共享 
摆正教师对信息技术走入立体几何课堂的观点看法，加强网络与资源共享，教师应该从传统的“填

鸭式”教学转变为更加注重学生主体性的教学模式。利用网络优势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激发

学生的乐学情趣，化抽象为直观。同时，教师应该意识到，通过信息技术，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空间

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2) 加强技术交流，提升教师技能 
加强教师技术交流以及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方面培养，通过组织定期的教师培训，提升教师

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力，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融于立体几何教学。教师需要接受持

续的专业发展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了解和掌握如何有效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方法，以及如何使

用动态几何软件等工具来提高教学效果。同时，鼓励教师进行在线学习和交流，以获取最新的教学资源

和方法。 
例如，根据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CK)框架，在学习培训过程中应关注教

师如何将技术整合到教学中，教学内容应涵盖技术知识、教学内容知识以及如何将两者结合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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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教学方法 
在高中阶段，学生们迎来了学习几何图形的新挑战。对于初次涉足立体几何领域的学生来说，由于

他们之前的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加之空间想象能力的不足，这无疑加大了学习的难度。因此，教师在设

计教学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学生的实际情况，并针对立体几何课程的独特性质和要求进行有针

对性的教学设计。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作要明确学生学情，对教学目标，重点教学难点，教学内容以及单元知识

结构等精准把握，确保教学活动能够围绕着教学目的有序展开。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当采取多种

教学方法，针对课程内容按照不同的教学方式教学，灵活运用讲授法、直观演示法、讨论法等多种教学

手段。对于复杂的问题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而对于较为简单的问题则可以采用直观演示的方式。结合

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需求，通过生动具体的实例、演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来引导学生逐步理解

和掌握立体几何的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在教师的引导与鼓励下，使每一

位同学能真正进入课堂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教师还应该注意到学生在学习立体几何时的身心发展规

律，以及立体几何知识的特殊性。 
当前教育环境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素质教育的需要，因此面对新时代教育的挑战，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需依据学生实际情况选择教学方法，教育方法的选择应以学生为中心更多地关注学生的需

要，注重启发式教学和互动式学习，通过不断尝试和调整，找到最适合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路径。这样不

仅能够促进学生知识的深入掌握，更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出他们对数学学科的兴趣和信心从而

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例如，当教学过程中遇到作图题需要添加辅助线时，教师引导鼓励学生思考后独立操作提升学生动

手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体会数学的魅力，在探究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时，

采用小组学习的方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与竞争意识，还能激发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实现“1 + 
1 > 2”的效果；在学习线面平行的判定时，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体验知识

形成的过程。 
4) 教学软件、AI 技术与立体几何知识有效整合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各类教学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丰富的资源为教育

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例如几何画板、GeoGebra、网络画板、超级画板、玲珑画板、希

沃白板、Hawgent 动态教学软件、AxGlyph、三维技术辅助软件[4]和数值分析等[5]。这些软件各具特色，

在立体几何的教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I 教学软件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教育技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例如万彩 AI、ChatGPT、Moro、

AutoCAD、这些软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6]，涵盖了深度学习、智能绘图界面、3D 建模、增强

现实技术和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为立体几何教学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 
这些软件不仅覆盖了从基础学科到专业领域的广泛内容，还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致力于提升学习体

验，使教育变得更加生动和有效同时推动了教育的发展。立体几何本身具有一定中的抽象性，在解决问

题时学生难以掌握，在立体几何的教学过程中，计算机技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多媒体课件、AI
软件等多种技术手段，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对学习内容进行动态展示观察，能够培养学生们的空间

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并解决传统教学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例如，AI 技术在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智能推荐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推荐适合的学习

内容，或者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即时答疑服务。此外，AI 赋能云端新形态微课制作平台的设计开

发，可以有效帮助教师自助制作微课，简化制作过程，自动生成高质量的微课视频。对于立体几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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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利用万彩 AI 通过确定主题、编写脚本、准备素材、制作动画、后期处理来制作教学微课，尤其是

在展示复杂图形、动态演示几何问题解决过程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讲解立体图形的三视图时可以使

用计算机软件 GeoGebra [5]来融入教学，让学生直观地看到物体的形状特征，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整体

的认知加深理解；在讲解直线与平面垂直判定时，可以借助几何画板感受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通过

教师引导小组合作讨论推导线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增加探索的乐趣和对知识的巩固；在推导圆台侧面积

时，可以通过 GeoGebra 软件展示圆台向圆柱、圆锥的转化过程，并通过教师的引导感受公式之间的联系；

在学习锥体与柱体的关系时，借助三维动态技术软件进行动态展示，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知识之间的联系；

或者通过几何画板讲解几何定理和性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

建立起自己的空间概念。 
此外，教学软件的使用也应遵循适度原则，避免盲目使用技术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在教学时对于

课件的选择应注重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难点，应避免过于复杂和花哨，内容应源于生活符合《课程标

准》的要求及学生的实际情况[3]，实现因材施教。 
5) 促进立体几何内容知识、教法知识、技术知识的有效整合 
在高中阶段，立体几何的学习因其抽象性而让不少学生感到挑战重重，甚至产生厌学情绪。面对复

杂的几何图形，学生们往往不知所措，难以找到切入点。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将信息技术与立体几何教

学相融合成为了一种有效的策略。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促进他们的思维

活跃度和逻辑推理技能的提高。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教师需确保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和传统教学方法的

有效性并存。教学设计中应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明确立体几何的核心知识点。在选择教学技术和方

法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佳方案。采用 TAPCK 理论指导教学设计，教师需

要深刻理解立体几何知识、教学策略以及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恰当的信息技

术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对于提高立体几何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例如，在讲解圆柱的概念时，利用信息技术辅助的图形和动画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圆柱的形成

过程。同时，在探讨面面平行判定法则时，信息技术的运用有助于学生理解面面平行与线面平行之间的

转换关系，但教师的适时引导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4. 结语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大量信息软件、技术和学习平台迅速涌现。教师在应用 TPACK 理

论进行高中数学教学设计时，应深入理解 TPACK 理论的核心要素，充分考虑课堂内外的各种因素，选

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同时教师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以适应时代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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