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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the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Internet+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del of current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an important trend of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book also said tha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how to apply mobile Internet to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and to truly realize a new teaching mode in which students are the main force, teachers are the auxiliary force, 
teaching forms are flexible and teaching contents can be customized.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edu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autonomous ability and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relate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analysis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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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教育背景下，信息技术的革新促使小学数学教学不断升级，同时“互联网+教育”也成为当下数学教学的主流模式
与未来持续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书中也表示：努力研究如何将移动互联网应用到教学模式的改革中去，对于提升课堂内
外的学习效率和真正实现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教学形式灵活、教学内容可定制的新型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
文基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阐述了自主能力的重要性与互联网应用于
教学的优势，并提出几点相关教学策略，以供分析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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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数学是小学阶段的重要基础科目，也是培养学生数感

与思维，发展学生科学素养的关键途径。新课标背景下，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

旨在转变传统被动的课堂模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

堂，从而充分体现“以生为本”教育理念，培养学生创造力，

提高小学数学教学成效。基于此，“互联网 + 教育”模式

在小学数学自主课堂中的应用，能够借助信息技术功能与优

势，推动自主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 [1]。

2�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重要性

2.1�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需要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提升学

生综合能力的需要。一方面，自主课堂的构建，能够引发学

生积极思考，促使学生学会合作学习，激发并培养学生的探

究意识，从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

以及探究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自主教学解放了学生的身

心与空间，从而促进学生应用力、创造力的提升，并帮助学

生形成积极良好的学习态度，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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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落实新时期教育目标的需要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落实新

时期教育目标的需要。一方面，自主能力的培养是新课标所

提出的重要目标导向与任务需求，通过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促进学生科学探究精神与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另一方

面，自主能力的培养更是“双减”政策下提升教学成效的需

求，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习惯与能力，从而实现

“增效减负”的目标 [1]。

3�互联网应用于小学数学教学的优势

3.1�有利于增强数学教学的趣味性
互联网应用于小学数学，有利于增强数学学习的趣味

性。首先，互联网蕴含了丰富多样的元素与资源，借此创设

课堂情境，能够让课堂更加生动，从而吸引学生注意力；其

次，互联网的应用，能够让教学进行更加直观的演示与操作，

将抽象问题转换成具象，从而增强课堂互动，增进学生的理

解；最后，借助互联网设计线上作业，能够让作业更加有趣、

简洁、高效，从而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以此增强数学教学的

趣味性。

3.2�有利于强化数学教学的自主性
互联网应用于小学数学，有利于强化数学教学的学生

的自主性。首先，互联网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海量的教学与

学习资源，教师通过智能筛选后，能够保证学生所接触到的

自主学习资源的质量；其次，互联网突破了时间限制，学生

可以随时借助可重复观看的微课进行预习与复习；最后，互

联网也打破了空间限制，能够让师生进行线上互动与探讨，

由此为学生的自学提供了诸多有利途径。

3.3�有利于推动数学教学的现代化改革
互联网应用于小学数学，有利于实现数学教学的现代

化改革。首先，从教学形式上来讲，互联网在自主课堂、翻

转课堂、项目式课堂中的应用，为学生的探究、创新与创造

提供了有利途径，从而升级自主化课堂；其次，从教学工具

上来讲，电子白板、智慧平台的使用，让教学更趋近于数字

化与智能化；最后，从教学展示平台来讲，交流群、公众号、

校园网站、短视频等平台的应用，促使教学朝着多元化、现

代化的方向持续发展 [2]。

4�“互联网 +教育”模式下小学数学自主学
习能力培养策略

4.1�创设教学情境，调动学生积极态度
情境教学法是当下小学数学教学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通过语言、故事、动画、游戏等情境的创设，调动学生的情

感与态度，增进课堂的互动性。基于此，教师可以借助互联

网创设教学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以《速

度、时间、路程》的教学为例。

4.1.1 图片情境
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屏幕呈现出汽车、火车、飞机

的图片，并提出问题：

①图中几种交通工具，哪一种速度最快？

②从北京到西藏，乘坐哪一种交通工具会最先抵达？

③如何比对出这几种交通工具的速度？

④试猜测影响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该情境下，引导学生逐步建立对速度、时间与路程的

认知。

4.1.2 视频情境
教师借助多媒体播放器分别播放蝴蝶飞行、汽车行驶

以及飞机飞行的动态视频，并设立如下已知条件：

蝴蝶的飞行速度是 500 米 / 分；

汽车的行驶速度是 60 千米 / 时；

飞机的飞行速度是 12 千米 / 分。

任务：任选一个已知条件，自主编写求路程的问题。

情境的创设，一则融入了多彩、生动的图像元素，有

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在问题情境的配合下，引发学生思

考与参与互动；二则结合情境要求学生根据数学知识自主编

写问题，能够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创造空间，从而激发学生

的自主积极性。

4.2�构建自主课堂，强化学生自主能力
自主课堂即以“学生本位”为原则，以建构主义为理念，

以自主、合作、探究为模式，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数

学思维与应用能力、科学探究意识与精神为目的所设计与开

展的灵活化、开放式课堂，其常用模式包括翻转课堂、项目

式课堂等。基于此，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优势，构建自主课

堂，从而强化学生的自主能力。以《计算器》单元的教学为例。

4.2.1 自学任务
借助微课视频与网上相关资料，完成以下任务：

①了解计算器的起源、发明与创造。

②了解计算器的基础构造。

③了解计算器每一个按键的功能以及运算方法。

④自主设计运算题目，用计算器算出答案，并进行纸

上验算。

4.2.2 交流探讨
结合自学成果，以小组的形式，相互交流，完善认知。

例如，针对任务①，学生可以在网站搜索“开眼看世界”

教育栏目中的“计算器的发展历史”这集节目，通过更加直

观的视频呈现与讲解，从而了解计算器的起源、发明历程以

及更新换代。

4.2.3 问题新生
学生在交流与探讨中发现，计算器中普遍没有“（）”

按键，那么在进行四则混合运算时，如何保证“先乘除后加

减”的原则呢？

4.2.4 合作探究
继续以小组的形式，运用计算器进行操练，总结出准确、

高效、简单的计算器使用中四则运算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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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构建知识
对自学、互学的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补充、完善本

节课的知识架构。

自主课堂的构建，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

给予了学生更加自由、民主的课堂氛围，并在合作探究中促

进了学生思维的提升，从而强化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

4.3�开展实践教学，促进综合素养发展
新课标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此

建立学生与生活的联系，促进学生应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与创造力的培养。实践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各部分感官与机

能，是增强学生自主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教师可以结

合信息技术，开展数学实践活动，提高学生自主能力的同时，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以《条形统计图（二）》的实践

教学为例。

4.3.1 实践部分
任务一：通过网络信息资料的查找，记录近十年来所

在地区绿化面积的相关数据。

任务二：以小组为单位，调查访问附近小区住户一个

季度中每月家庭的水电气消耗量，并记录数据。

任务三：将所采集的绿化面积数据与小区家庭资源消

耗数据绘制成条形统计图。

任务四：分析图中图像的变化趋势。

任务五：针对环境保护的进一步促进提出几点建议与

策略。

4.3.2 展示部分
学生可以将实践结果以条形统计图的形式发布在学习

交流群、年级公众号或校园等相关网页上；也可以将整个实

践过程录制成视频，发布在青少年短视频平台上。

结合互联网开展数学实践活动，即满足了学生的实践

需求，辅助实践活动高效开展，同时又充实了实践内容，拓

展了实践渠道，从而带给学生丰富的实践体验，促进了学生

自主意识、能力与综合素养的提升。

4.4�设计创意作业，提高数学教学成效
作业是教学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双减”政策下，为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作业已经逐步向趣味性、创意性、精简

化的模式发展。基于此，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设计线上作业，

提高作业完成度，提升教学成效。

例如，教师可以布置线上作业，学生登录相关平台，

进入作业版块，选择相应课时作业便可自行完成，提交后平

台会自动生成作业评价；可以设计线上分层作业，即根据学

生学情划分不同群组，针对不同群组设计不同的线上作业与

评价目标；还可以设计游戏作业，即将练习题按照难易程度

设置成通关任务游戏，或设置数学解密游戏等。以线上作业

为例，学生可以登录“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课

程教学”版块选择相应的科目、版本、年级、课时，并点击

进入“课后练习”，即可进入页面完成作业练习。

如此，多元化线上作业的设计，改善了传统书面作业

的繁重与枯燥，让作业更加有趣、轻松、灵活，从而有效激

发了学生自主参与完成作业的意识，增进了学生学习数学的

热情。

5�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 + 教育”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的运用，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落实新时期教育目标的需要。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多样元素创设教学

情境，从而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资

源优势构建自主课堂，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此外，

教师还可以结合信息技术开展实践教学、设计创意作业等，

从而实现教学拓展，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与综合素养，最终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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