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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导向下数字化学习
活动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

———以小学数学三年级为例

●莫启凤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也在飞速进步.如今,数字化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愈

加深入,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围绕小学数学数字化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策略展开探究,并分别提出了

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托多媒体的教学交互功能,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依托虚拟实验的开

展,大幅提升课堂效率;依托微课教学,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依托数字化直播教育平台,启发学生思考等

策略,以期提高数学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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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在社会

各界得到了认同和推广，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

在小学教育中也是如此。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学生问题意识以及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

重要的作用。 教师可通过数字化教学活动的开展，让学生

能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自主对所学知识进行探索。 在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对数

字化手段的有效利用。

深度学习导向下小学数学数字化学习活动实施意义

(一)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

在传统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由于小学生尚处于学习成

长期，学生尚未掌握快速记忆的方法，而数学知识的逻辑性

又较强，不便于学生记忆。 因此，教师可通过对数字化学

习活动的设计，让学生直观观看图像，帮助学生理解知识。

让数学知识能在数字化资源的加持下，实现最大限度的具象

化，并能通过数字化图像的模式将知识呈现出来。 由此，

将原本抽象、难懂的教学内容变得更加简单、具体化。 从

而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知，实现深度学

习导向下小学数学数字化学习活动的有效实施。

(二)为学生带来多重感官刺激

在小学数学数字化学习活动实施过程中，数字化图像往

往会为学生带来较大的视觉冲击，而多媒体音效则会为学生

带来听觉刺激。 教师可通过开展数字化学习活动，使原本

较为枯燥的数学知识，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将知识化抽象为具体的同时，赋予数学学习趣味性。 由

此，在为学生带来多重感官刺激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使得小学数学数字化学习活动得以有效实施。

深度学习导向下小学数学数字化学习活动实施策略

(一)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喜欢根据自身的教学经

验和主观判断设计课程，这会使教师无法掌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 更会让教师在班级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无法细致分析

学情，使教学的效率大打折扣。 因此，教师应打破传统的

教学观念，通过对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利用，使教师能够及时

把握学生最真实的学习情况，及时了解学生在平台上的操作

过程。 如在学习加与减相关内容的知识时，教师即可联系

实际生活，为学生创设一个与加减运算有关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通过对由数字化教学设备所创设的学习情境的体验，

以及解决相关问题，加深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例如，以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上册数学“加与减”教学

为例，该课可以让学生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

一步体会连加和连减运算的意义，感受连加、连减、加减混

合运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让学生会借助简单的直观图

等分析和理解数量关系，并能运用三位数连加、连减、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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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运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

过程，逐步积累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经验。 教师在进

行本课的数字化学习活动设计时，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的方

式。 教师可结合教材内容，借助数字化设备，创设一个捐

书的情境。 教师可为学生提供一个捐书统计图表，并启发

学生根据图表中提供的信息提出与加法有关的问题。 然后

让学生通过电子设备，出示自己所提的问题，如“三年级

(一)班和(二)班总共捐了多少本书？ 三年级(二)班和(三)

班总共捐了多少本书？”等。 接着教师可引导学生对自己所

提问题进行解答，并在电子设备上将解题步骤呈现出来。

以三年级(一)班和(二)班所捐书目总计为例，据统计三年级

(一)班捐书１１８本，(二)班捐书１０４本，根据以上数据得

出，两班合计捐书：１１８＋１０４＝２２２(本)。 由此，使学生通

过对数字化教学设备所创设的学习情境的体验，以及解决相

关问题，加深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实现对数学知识的深度

学习。

(二)依托多媒体的教学交互功能，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多媒体作为教师较为常用的数字化

教学手段，自然也在教学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教师

可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强大交互功能开展教学。 教师可将计

算机的交互功能与多媒体的视听合一功能相融合，形成一种

图文并茂的人机交互功能。 学生通过对此种人机交互功能

的运用，能找寻到更加符合自己学习需要的练习方式。 如

在有关质量单位的学习中，教师即可借助多媒体创设自主学

习环境，使学生能够通过探索，逐步理解千克、克、吨之间

的单位转换关系。 由此，在激发学生学习探索欲望的同

时，帮助学生构建清晰、合理的新认知结构，实现对数学知

识的深度学习。

例如，以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下册数学“千克、克、

吨”教学为例。 该课旨在让学生借助生活中的具体物品，

认识质量单位千克、克、吨，感知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使

学生通过对本课的学习，能知道质量单位之间的关系，如１
吨＝１０００千克、１千克＝１０００克，并能进行简单的单位换

算。 教师在进行本课的教学时，可以提出学生感兴趣的问

题。 如一只小兔子大约重３(　　)，一只小狗约重１０(　　)

等。 通过提出与小动物有关的问题，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的同时，也能使学生学会估计生活中物体的质量，并能感受

质量单位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教师还可以给予学生一定

的自主性让学生通过数字化学习资源，自行摸索千克、克、

吨之间的关系。 由此，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帮

助学生构建清晰、合理的新认知结构，实现对数学知识的深

度学习。

(三)依托虚拟实验的开展，大幅提升课堂效率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教师

可通过开展虚拟实验的方式，实施数字化学习活动。 通过

将数字化学习资源与教学内容相融合，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

限，让教师的教学能更加有效率。 如在立体几何类知识的

教学中，教师即可合理运用数字化学习资源的优势，对数字

化立体图形进行拆解、旋转等，让学生能从多维视角对立体

几何图形进行分析。 在讲解与几何图形的体积相关知识

时，教师更可以借助网络将相关虚拟实验任务分享与学生，

让学生利用平板的重力感应功能进行仿真倒水实验。 使学

生通过参与数字化实验活动，能够轻松理解较为抽象的数学

问题。 在帮助教师排除仪器材料准备的麻烦的同时，大幅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实现对数学知识的深度学习。

例如，以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上册数学“观察物体”教

学为例。 该课以培养学生初步观察物体的能力为目标，让

学生通过对实物的观察，能了解从不同角度所观察的物体形

状是不同的。 教师在进行本课的教学时，可先用课件演示

《盲人摸象》的故事，对新课进行导入。 再将学生分成若

干小组，将立体模型和本课学习目标在线上分享与学生，让

学生利用平板电脑的重力感应功能，将观察对象进行旋转与

分解，让学生通过多维视角的观察，了解从不同角度所观察

的物体形状是如何的。 由此，在培养学生立体感和实物观

察能力的同时，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让教师的教学更加

有效率。

(四)依托微课教学，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微课作为一种内容精炼、用

时较短的新型教学手段，在教育界广受好评。 其所具有的

主题突出、指向明确、短小精悍的特点，无一不被学生和教

师所接受。 教师可充分利用微课的优势开展数字化教学活

动。 让学生通过对具有简短精练、针对性特征的微课程的

学习，能够及时巩固所学知识。 让教师观看自己录制的微

课视频，能够及时找到自身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由此，

在提高教师教学针对性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进行数字化学习活动的有效实施。

例如，以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上册数学“乘法”教学为

例。 学生通过对本课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

多策略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 教师可围绕本课的教学重难点，进行微课视频的录

制。 如本课的教学重难点为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教师

即可以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为主题设计微课内容。 如教

师可根据班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情况，录制一个２０分钟左

右的视频。 使视频既能做到内容简短精练化，又能做到放

映时间较短，符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实现教学效率的最大

化。 教师可在课堂教学结束后，将微课视频放给学生看，

充分发挥微课的知识巩固作用。 由此，通过微课教学的开

展，使学生能及时巩固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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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托数字化直播教育平台，启发学生思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可借助数字化教育平台，让学

生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自由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想法。 学

生也可以借助平台的交流互动功能，表达自己对教师所授知

识的初步理解和看法。 通过此种交流方式，在学生与教师

之间构建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 教师可通过数字化平台，

让学生对展示作品进行分类和比较。 教师更可以根据学生

的理解，对个别学生的理解情况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由

此，为学生提供一个可自由发挥的平台，为教师增加一个能

够了解学生思想的渠道，进行数字化学习活动的有效实施。

例如，以北师大版小学三年级上册数学“周长”教学为

例。 该课旨在让学生结合具体图形或事物，通过观察、操

作等活动，认识周长，以能测量并计算平行四边形、三角

形、梯形等图形的周长为目标。 让学生通过对本课的学

习，能结合具体情境，感知周长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

教师在进行本课的教学时，可借助数字化教育平台的直播功

能开展教学。 教师可以通过情境的创设导入问题，再让学

生以自主探究的方式，对所学问题进行探究。 如教师可以

将树叶图案展示到课件上，让学生运用电子平板的绘画功

能，用一笔画出该树叶的轮廓。 再对学生提问，让学生思

考如何求得这片树叶的长度。 教师可引导学生借助数码板

绘中的尺子工具，对课件中的树叶长度进行测量。 然后，

再为学生出示一些规则的平面图形，让学生自行探索该规则

的平面图形的特点，并让学生汇报测量的方法和结果。 之

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并将周长的相关概念引出，为学生

详细讲解周长的相关知识。 由此，让学生通过画一画、量

一量、测一测等方式，逐步了解周长的相关概念。 通过利

用数字化教育平台交流互动的功能，使学生能够充分发挥想

象力，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通过此种交流方式，

在加强师生间沟通有效性的同时提升教学效率，使得数字化

学习活动得以有效实施。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字化学习活动的开

展，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知，开展深度学

习。 教师可通过开展虚拟实验、利用多媒体的强大交互功

能与视听合一功能开展教学、创设学习情境、开展微课教

学、教学直播等多种方式，进行数字化学习。 使学生能够

长期处于动眼、动脑、动口、动耳、动手尝试的探索与发现

之中，并更加乐于探索。 由此，使得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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