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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

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信息技术作为最

先进的生产力，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重大成效，但其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成效却并不显著，大多停留在手段和方法层面上。时至今日，全民教育、

优质教育、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已成为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信息

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国教育部在《教育

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实施教育信息化的意义在于“以

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

新与变革”，因而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宏伟目标不可或缺的动

力与支撑”。为实现教育信息化，教师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

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2021年，翁长林尝试从数学学科融合的三个维度，即思维融合、知识技

能融合、教学方法融合进行探究，并发表了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融合教学的

认识和思考。同年，刘媛媛和楚素芬着重分析数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的重

要性及现状，并对此提出有效策略。2022年，陈晓娟在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学生对数学学科中统计与分析相关概念的理解，培养其

信息意识与数据素养。



2018年，Allison W.McCulloch和 Karena Hollebrands通过研究指出：“信

息技术与数学学科深度融合时，教师应更广泛地关注信息技术工具的类型，

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方式，以及保持教学活动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性。2019

年，Gilles Aldon和 Jana Trgalova介绍了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教学的最新研究，

该报告共分为四个主题，即数学教学与技术评估、数学教学的创新技术与方

法、数学教学与技术学习经验、教师技术应用和专业发展。

综上所述，本课题旨在教师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数学学科的教

学过程，实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

征的新型教学模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本课题是建立在皮亚杰的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来指导

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教师合理运用

TPACK理论将信息技术有意义地整合到自身教学的具体内容中。在教学过程

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观念，以新的教学理念指导课堂教学。

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重点以《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培养学生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为根本目标。在研究过程中，教师应有机地将信息技术软件、

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进行有机整合，突出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的改变，例如：

使用 GeoGebra的动态特性展示函数的相关性质、使用 R的统计功能进行随

机现象的分析和决策、使用Mathematics的绘图功能展示三维立体图形等。

在整合后的教学模式中，教师能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生通过学习能逐

步形成正确价值观、必备素养和关键能力，构建和谐高效的课堂环境。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深度融合”的本质是提高教学效率，“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深度融

合”是教师将数学学科知识通过信息技术软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

该方式不仅能将知识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的知识框架中，同时还能让学生

体会数学学科在信息技术下的直观性、趣味性和逻辑性。

界定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是否达到“深度融合”的标准：

（1）教师能否将信息技术软件、教学方法和学科知识进行有机整合，

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软件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解决教学实际问题。

（2）教师应用的信息技术软件能否有效地支持生生互动、师生互动、

学生学习和教学评价。

（3）教师选择的信息技术软件能否促进学生在数学学科思维、实践能

力、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

本课题参照《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和人

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的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内容，选取 GeoGebra、R、

Matlab和Mathematics等数学类信息技术软件，研究信息技术软件、教师教

学方法和高中数学知识的深度融合。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实验法和文献

研究法为主，个案研究法和调研法等方法为辅。在研究过程中，教师通过探

索和研究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融合，发现并找出日常教学方法的缺点与不

足，深刻认识信息技术对数学教学的重要性和广泛影响。在实践过程中，教

师应注意运用信息技术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以便于更好地培养适

应信息时代需求、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更新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教学水

平与业务能力，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水平。

（2）在课题的研究中，教师通过相互学习、共同研讨，运用信息技术

改变教学方法，探索出适合本校本学科特点的教学模式并加以推广。

（3）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让学生感受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的过程与方法，拓宽学生的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学科素养和实践能力，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与实施步骤：

阶段一：准备与启动课题阶段（2022.6.1-2022.11.30）

1.课题开题论证

（1）确定课题的研究方向、对象、目标、内容、方法和步骤，确定课

题组成员，明确成员分工，撰写开题报告。

（2）做好研究成员的理论储备工作与进行课题实施前的培训，积极参

加有关专题讲座培训，加强理论学习。

（3）对课题组成员信息技术使用情况、网络教研的应用能力进行调查。

2.确定研究方案

（1）制定课题研究的细则与要求，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研究方法。

（2）讨论制定课题的研究计划方案和有关实施办法。

3.组织培训信息技术等相关知识，进行问卷调查等前期准备

阶段二：研究与讨论课题阶段（2022.12.1-2023.5.31）

1.在日常教学中，教师间互相听评课、相互研究，解决在运用信息化教



学中遇到的问题。

2.以同课异构课例为载体，研究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手段。

3.积极参加校内公开课、市级公开课、优质课、融合课等各种竞赛，开

展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应用数学教

学的途径和方法。

4.每周定期开展课题组交流活动，分享研究心得。

5.及时做好阶段小结，总结经验，调整工作思路，收集研究资料。

阶段三：修改与整合课题阶段（2023.6.1-2023.11.30）

1.选取典型课例和适当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中，尝试

构建不同课型、探索不同领域的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

2.应用初步构建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践，通过反复的尝试与修改，使

教学环节安排趋于合理，构建的教学模式逐步完善。

3.确定合理、有效、可行的“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模

型，总结新模式下的实施情况。

阶段四：总结与结题课题阶段（2023.12.1-2024.5.31）

1.收集、整理有关“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的案例、

课堂实录、论文等。

2.上传课题研究的各种成果资料等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