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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数学课堂教学重构思路
杨海波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 014109

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高校数学教学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需要迎接许多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通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实现对高校数学课堂教学的重构，从而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首先分析了现阶段高校数学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通
过多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资源以及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丰富高校数学课堂教学，强化对高校数学教学方
式创新，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保障高校数学课堂教学整体质量与效率同时，促进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提升，将
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数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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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era,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face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numerous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imarily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iming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 It initially examines the 
issues present in current colleg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poses the utiliz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big data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line resources,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o enrich colleg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By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enhanc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this approach 
ensures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while promo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skill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mathematics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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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形势之下，教育
领域的变革日益深化，高校数学教学中要重视对
传统教学模式转变，全面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然而，在传统教学理念和教
学模式束缚下，高校数学教学中存在着教学模式
落后以及资源匮乏等方面问题，难以满足学生的
个性化学习需要 [1]。基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对
高校数学课堂教学进行重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
来。本文从当前高校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
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重要优势，探讨了创新高
校数学课堂教学的方法，从而为推进高校数学教
学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一、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数学课堂教学重构意
义

（一）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
基于传统教学模式之下，教师主要采取了“一

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中以
教师口头讲述为主，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耗时耗力，
而且无法展示数学概念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而通
过信息化教学模式应用，可以很好地突破这一问

题，借助于多媒体技术以及教学软件应用，以图
画与动画等形式向学生展示抽象的数学概念，提
高了学生的理解水平。与此同时，通过构建数字
化教学资源库，便于教师获取丰富的教学资源，
让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进行选择，
从而提升了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2]。此外，教师利
用信息化手段可以进行作业的自动化批改与数据
分析，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并调整教学策略，从而保证了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二）促进个性化学习
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基础以及学习能

力有所不同，以往“一刀切”的教学模式对学生
的个体差异化缺乏足够认识，难以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学习需要。而通过开展信息化教学活动，借
助于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展开对学生
数学学习数据分析与发掘，了解与认识学生的学
习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制定
具有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以及针对性的辅导方案，
从而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充分地发挥出学生的潜能。

（三）增强学生学习动力与兴趣
以往的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授所占据

的比重较大，数学课堂教学氛围十分沉闷，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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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开展信息化教学活
动，教师可以运用多元化教学方式，组织开展互
动游戏以及虚拟现实体验等活动，拉近了数学知
识与现实生活、科技进步以及专业领域距离，增
加了数学学习的生动性与趣味性。通过开展寓教
于乐的教学活动，可以点燃学生的探索欲并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 [3]。此外，通过信息化教学活动的
开展，给予了学生足够的自主学习机会与空间，
让学生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与需求展开实践应用
与学习探索，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对学生独立思
考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并提升了学生的数学学
习动力。

二、高校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单一与滞后
在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下，当前高校在开展

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着教学内容单一以及滞后性
等问题。高校在选取教学内容时主要局限于教材
内容，而不重视高校数学教学与现实生活、科技
进步以及专业领域之间的深度融合。在这种教学
模式的影响之下，难以实现对学生实践能力与解
决问题能力培养，使得学生无法在现实中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无法认识到数学学习的重
要性。除此之外，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形势之下，
各种新的教学理论、方法以及运用层出不穷，然
而，对于高校数学教材内容的更新不及时，难以
体现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由于教学内容存在着
严重滞后性，不仅束缚了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更
影响了学生数学学习的最终效果。

（二）教学方法传统与僵化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之下，高校在开展数

学课堂教学活动中，主要采取了以教师讲述为主
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意味着教师在高校数学
课堂教学活动中要向学生传授大量的理论知识，
学生在不加思考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理论，难以
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更缺乏对学生个体化差异认
识与理解，不仅无法点燃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更无法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除
此之外，高校在开展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主要采
取了落后的教学方式，整个课堂教学氛围十分的
沉闷，加上学生的数学学习负担越来越重，长此
以往，使得学生失去了对数学学习的兴趣，难以
保障数学课堂教学最终效果 [4]。

（三）学生参与度低与动力不足
高校在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未能够结合学

生的能力发展水平与兴趣爱好，采用先进的教学
方式，导致难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更
无法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动力。除此之外，由于
学生缺乏数学学习良好习惯与意识，在课堂教学
中仅仅是被动地听讲以及记笔记，对于数学知识
缺乏深入地思考与讨论，难以保障高校数学教学
的最终效果。此外，由于高校数学学科对学生来
说具有一定的难度与挑战性，不少学生对数学学
习存在严重的畏难情绪，长此以往，学生对数学
学习失去了足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最终使得高

校数学教学的效果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三、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数学课堂教学重构措
施

（一）利用多媒体创新课堂模式
在传统教学模式束缚下，教师在开展高校数

学课堂教学中，主要采取了以口头讲述为主的“灌
输式”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二维空间
的严重限制，难以将数学概念的动态美与的美直
观地展示给学生。尤其是在讲解空间几何这部分
知识时，由于这部分知识具有抽象化与复杂化特
点，加大了学生的理解与认识难度，使得学生的
学习兴趣明显下降。在现代化信息技术背景下，
推进了数学课堂的重大变革，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空间几何
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有趣 [5]。比如，教师在
教授“空间几何结构”这部分内容时，以往在向
学生讲解这部分内容时，主要需要用到平面的图
形与描述，而通过三维动画软件的运用，以 3D
形式向学生展示棱柱以及棱锥等几何体的内部结
构，通过动画的应用可以向学生全方位地进行旋
转与切割，让学生仿佛置身在几何体的内部，帮
助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几何体的每一个面以及每
一条棱的相互关系，深化学生对空间几何结构的
认识。除此之外，教师在开展高校数学课堂教学
活动中，要重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结合，
通过向学生展示桥梁以及建筑物等实际工程的空
间几何运用案例，让学生认识到空间几何在生活
中的具体应用，通过推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
以点燃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更实现了对学生知
识运用能力的培养。总之，基于信息化时代背景
下，通过多媒体技术的有效应用，推进了教学方
式的丰富，保障了高校数学课堂教学质量与效果，
使得原本抽象的空间结合的数学概念变得更加生
动，更加有趣，点燃了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并
激发了学生的探索欲望。

（二）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基于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之下，对于教学资源

的获取与共享变得更加便捷，为高校开展数学教
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作为高校的数学
教师应当重视对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的建立，全面
构建起集系统化与互动性为一体的数学学习平台
[6]。比如，在教师在教授“微积分”这部分内容
时，以往教师需要依赖单一的教材与传统的教学
资源，难以保障微积分的教学质量与效果，而基
于互联网的运用之下，教师可以搜集丰富的高质
量教材以及习题解析集，同时可以收集到优秀的
教学视频，通过对这些教学资源的整理与筛选，
可以构建起全面而深入的知识体系。除此之外，
教师在开展高校数学教学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学
生的学习实际情况，并充分地认识学生的个体化
差异，从数学教学资源库中选取最合适的素材开
展辅助教学活动。比如，有的学生对微积分中的
难点概念缺乏深入地认识与理解，对于这种情况，
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播放直观的教学视频，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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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构建起概念框架。此外，针对需要丰富
练习的习题部分，则可以从习题集中选取相关的
资料，从而为学生开展个性化与精准化的教学活
动。除此之外，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具有开放性特
点，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为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与
复习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生通过对资源库
的访问，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相关的学习资料，并
开展个性化的学习活动，这种随时随地的学习模
式不仅保障了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与质量，更增
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促进学生终身学
习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师生互动与反馈
基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在开展数

学教学活动中，可以强化师生之间的即时互动与
反馈。具体来说，高校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以
及教学软件等的运用和学生展开在线交流活动，
在线上及时地解答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存在的疑
问，并更好地了解与认识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
比如，在学习“线性代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
在结束了课堂教学活动之后，可以通过教学平台
的运用向学生发布相关的练习题，并设置相关的
自动批改功能，引导学生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
作业，并及时地提交作业。此外，教师可以通过
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的查看，发现其中错误率较
高的题目，对于这些题目教师要予以重点地讲解。
除此之外，高校教师通过对教学软件中讨论区功
能的有效应用，引导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并提出自己的疑问，从而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交流与讨论更加深入。通过师生之间开展即时互
动与反馈，除了能够调动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
与主动性之外，还能够帮助教师对数学教学策略
做出及时的调整与改进，从而为高校数学教学的
整体质量与效果提供重要保障。

（四）实施个性化教学活动
由于每个学生在数学基础以及学习能力等方

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以往在开展高校数学教
学活动中主要采取了“一刀切”的教学模式，无
法满足每个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基于信息化时
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在开展数学教学活动中，可
以通过对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应
用，展开对学生数学学习数据的深入发掘与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开展个性化的数学教学活
动。比如，教师可以在教学平台上设置学生的学
习档案，并对学生的作业完成、学习情况、数学
考试成绩以及课堂表现的信息进行详细全面地记
录。而后教师根据对数据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可
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并认
识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并为学生制定具有针对
性的辅导方案，比如针对数学学习基础较弱的这
部分学生，可以推荐基础性习题以及教学资源，
而针对数学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为他
们推荐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题目与拓展性的学习资
源。通过开展个性化的数学教学活动，一方面可
以满足学生的不同的数学学习需要，另一方面可

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并充分地将学生的
数学学习潜力发掘出来。

（五）拓展课外学习渠道
基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可以通过多种

渠道来获取知识，教师通过网络资源以及现代技
术的运用，可以帮助学生拓展课外学习渠道，进
一步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以及视野。比如，教师
可以向学生推荐高质量的数学网站、论坛以及博
客等，并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开展自主学习活
动与交流活动。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
用课外时间参加在线的数学建模以及数学竞赛等
活动，从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以及实际能力的全
面提升。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
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有效应用，让学生获得更加
真实与直观的数学学习体验。比如在“学习概率
论以及数理统计”这方面的内容时，可以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为学生模拟掷骰子以及抽卡
片等随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从而让学生对概念的
概率的概念以及计算方法有更加直观的认识。通
过开展课外学习活动，不仅可以使得学生的数学
学习内容更加丰富，更可以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
兴趣提升，并将学生的数学学习动力激发出来。

四、结语

基于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对高校数学课堂
进行重构是一项系统化工程，需要教师不断地展
开实践与探索活动。通过运用多媒体技术创新教
学方式，搭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开展个性化教
学活动以及拓展课外学习渠道等方式，解决传统
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保障数学教学的整体质
量与效率，点燃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并增强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展望未来，在信息技术不
断进步与发展的形势之下，高校数学教学课堂教
学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广阔，在信息技术的助力
之下，高校数学教学将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从而
为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数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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