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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渗透以及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加

深，教育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日渐增长。多媒体技术作为第一

代引入教学中的信息技术，近年来在小学数学课堂上产生了

不可小觑的效益，为无数学生打开了数学世界的大门。但是，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遍使用，其在教学中的作用效果却日渐

降低。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让教师从学生的

学习现状切实出发，巧用多样的教学策略，重新焕发多媒体

技术的辅助教学光彩 >��。在论文中，我们通过探讨多媒体技

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现存问题以及如何采用教学策略来凸

显多媒体技术的教学作用展开论述。

2�多媒体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现存问题
2.1�教师掌握的多媒体操作技术不足

由于多媒体技术在数学教学中应用时间较长，因此数学

教师都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

大部分教师只掌握了投影、互联网搜索等基础能力，并没有

深入研究。这就导致很多多媒体技术带来的教学效果没有被

充分体现出来，浪费了教学资源，如模拟动画、创设程序等。

因此，教师应当在现有的能力基础之上，在课余时间学习更

多的多媒体操作技术，真正实现将课堂教学与科学技术相结

合，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2.2�多媒体技术“滥用”在数学课堂中

多媒体技术虽然是最受教师和学生欢迎、应用频率最高

的教学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媒体可以被“滥用”。在

很多教师的思维中，多媒体技术既可以节省教学时间，又具

有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它就可以应用于教授任何知识点、

课堂中的任何时间。这就导致了很多数学课堂从头到尾都被

多媒体所充斥。其实，这种不恰当地应用恰恰会造成反作用，

让学生在多媒体教学的惯性影响下不再被其吸引，自然也就

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教学效果了。

�SSOLFDWLRQ�RI��XOWLPHGLD��HDFKLQJ��HFKQRORJ�� LQ��DWKH�
PDWLFV��HDFKLQJ�LQ��ULPDU���FKRRO

�LQJTXDQ��DQJ

*XSL�3ULPDU��6FKRRO��=KDQJPX�7RZQ��)XPLDQ�'LVWULFW��<XOLQ�&LW���*XDQJ[L�3URYLQFH��<XOLQ��*XDQJ[L����������&KLQD

�EVWUDFW
�V�D�SDUW�RI�LQIRUPDWLRQ�WHFKQRORJ���PXOWLPHGLD�WHFKQRORJ��LV�DQ�DX[LOLDU��WHDFKLQJ�WRRO�ZLWK�KLJK�DSSOLFDWLRQ�IUHTXHQF��LQ�SULPDU��
VFKRRO�PDWKHPDWLFV��0DQ��DEVWUDFW�PDWKHPDWLFDO� FRQFHSWV�KDYH�EHFRPH� LPDJH�VLPSOH�XQGHU� WKH� WUDQVIRUPDWLRQ�RI�PXOWLPHGLD�
WHFKQRORJ���+RZHYHU��EHFDXVH�RI�WKH�ZLGH�DSSOLFDWLRQ�RI� WKH�PXOWLPHGLD�WHFKQRORJ���PDQ�� WHDFKHUV�ZLOO� MXVW� DSSO�� WKH�PXOWLPHGLD�
WHFKQRORJ���DQG�GR�QRW�NQRZ�KRZ�WR�XVH�WKH�PXOWLPHGLD�WHFKQRORJ��ZHOO��7KHUHIRUH��WHDFKHUV�VKRXOG�XVH�DSSURSULDWH�VWUDWHJLHV�WR�PDNH�
PXOWLPHGLD�WHFKQRORJ��SOD��WKH�JUHDWHVW�DGYDQWDJH�LQ�PDWKHPDWLFV�WHDFKLQJ�

�H�ZRUGV
PXOWLPHGLD�WHDFKLQJ�WHFKQRORJ���SULPDU��VFKRRO�PDWKHPDWLFV��DSSOLFDWLRQ�VWUDWHJ�

浅谈多媒体教学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庞英权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古陂小学，中国·广西�玉林�������

摘�要

作为信息技术的一部分，多媒体技术是小学数学中应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辅助教学工具。很多抽象的数学概念在多媒体技术的
转化下都变得形象简单。但是正因为多媒体技术应用广泛，导致很多教师只是会应用多媒体技术，而不知道应当如何用好多
媒体技术。因此，教师应当利用合适的策略让多媒体技术在数学教学中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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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效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教学策略

3.1�顺应学生的兴趣趋向，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相较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多媒体技术最明显的优势

就是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得益于多媒体技术

能够将知识的呈现方式进行转变，让学生被丰富多彩、趣味

形象的知识点所吸引，从而对数学产生好感。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教师不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教学策略进行多媒体技术

的运用，而是要在观察学生的学习兴趣趋向的前提下制定合

理的应用策略，否则学生并不会通过多媒体技术增长学习的

热情 >��。在小学阶段，学生更倾向于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

学习知识，甚至是在游戏与玩耍中进行学习。教师可以顺应

学生的学习倾向，利用多媒体技术将知识点与学生的兴趣点

相结合，让学生愿意主动探索。例如，很多学生都喜欢在课

余时间通过看科普动画，在放松自我的同时还可以汲取一定

的科学常识。在人教版四年级上册《大数的认识》这一章教

学中，教师就可以以科普动画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进入学习，

通过动画模拟出“一枚一元硬币的高度”到“一亿枚一元硬

币的高度”，让学生看到一亿枚一元硬币摞起来的高度大约

是 ����个高 ���米的 ��层大厦，并且通过同样的方式来模

拟演示“���万个鸡蛋有多重”“一千万个足球占地面积有

多少”，让学生通过身边具体事物的模拟变换以及趣味的视

频讲解来理解大数的概念，在脑中形成一定的印象。这种方

式有效利用了多媒体技术，将模拟动画与课堂知识相结合，

让学生可以在趣味的观看中逐渐形成数学概念，对知识有大

致的认识，既提高了对数学知识的探知兴趣，又可以为教师

后续的教学做好铺垫，可谓一举两得。

3.2�形象教授关键知识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小学数学知识本身难度并不高，对于学生而言，难的是

要塑造数学思维和适应数学学习节奏。学生习惯于从形象的

事物来学习具体的知识，而数学知识中，“看不透、摸不着”

的抽象概念居多，这就为学生的知识理解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因此，教师需要借助多媒体技术来逐步塑造学生的数学思维，

在学生理解不了抽象知识时，及时运用多媒体技术将知识点

转变为形象的数学模型，以此来减轻学生的理解负担，让学

生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高效率地实现理解。例如，在“三角形”

的知识教学中，有一条三角形定律“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

于第三边”，这一概念仅通过单纯的讲解是无法让学生理解的，

这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三角形的三边用不同的

三种颜色表示，然后选取任意两边连接，与第三边进行长度

比较。学生会发现无论教师如何选取两条边进行连接，其连

接长度一定大于第三边的长度。这种形象的演示可以非常有

效地诠释这一概念，让学生通过色彩和长度的形象比较迅速

记住这一知识点。同样，在“物体三视图”的教学中，教师

也可以利用这一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将一个物体

的三视图展示在屏幕上，并且将三视图的各边进行对应展示。

这样，学生可以非常直观地观察到同一物体的三视图，快速

掌握知识点。此类方式可以为学生的数学思维塑造提供良好

的影响作用，让学生可以在后续的学习中，遇到相似的知识点，

在脑海中就可以自行模拟学习，有效培养了学生的抽象思维

和模拟能力。

3.3�引入其他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数学理解与实践

能力

多媒体技术并非在数学教学中仅能单独使用，它还可以

与其他有效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帮助教师有效开展教学。在

多媒体技术与其他教学方法同步推进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可

以更深入探究数学知识，开展自主思考，并且有效锻炼自身

的数学应用实践能力。例如，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来实

施“情境创设法”，让学生将自己代入到多媒体所创设的逼

真情景中，进行投入式学习。在《百分数》这一课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生活中的购物场景，让学生在

场景中扮演购物者与收银员等角色，购物者从大屏幕上选择

想要购买的商品，收银员负责告知购物者该商品的折扣，然

后让学生在这样的情景中学习并计算各种商品的折后价格和

总价，并与教师在屏幕上展示的最终结果相比较，查看对错。

这样，学生在多媒体所创设的情景中，通过生活元素来学习

到“百分数”的知识，并且锻炼了将这一数学知识加以实践

应用的能力。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数学知识联

系教学法”，将不同单元的知识通过多媒体技术实现结合式

教学，帮助学生回顾已学知识、接触未知概念，让学生可以

发现数学知识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例如，教师可以在《时、分、

秒》这一单元的教学中，将模拟时钟投影到屏幕上，并且随

意拨出某一时刻让学生进行回答。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观

察“什么时候时针与分针的夹角是锐角 �平角 �钝角？”让学

生注意到不同时刻时分针的夹角是不同的，并且继续研究其

中的规律。这就可以帮助学生回顾之前所学习“锐角、钝角”

的知识，体现数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

4�结语

多媒体技术是数学教师教学中的好工具、好帮手，其为

小学数学教学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教师应当在使用多

媒体技术时，运用多样的教学策略实现“巧用”“实用”，更

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质量，让学生可以在多媒

体技术的帮助下对数学产生兴趣并深入挖掘自身的数学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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