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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十四五”信息化
创新课题研究

开题论证书

课题规划期 十四五

课题编号 231201100029

课题名称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 高德亮

联系电话 15822998662

电子信箱 15822998662@163.com

所在单位 东丽区丽泽小学

东丽区教师发展中心制



2

课题名称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

课题编号 231201100029

所在单位 东丽区丽泽小学

开题方式 单独现场开题（ √ ） 集体联合开题（ ） 网络通讯开题（ ）

开题时间 2023年 9月

课

题

负

责

人

信

息

姓名 高德亮 性 别 男 出 生 年 月 1976年 8月

学历 本科 民族 汉 职 称 一级

电子邮箱 1 5 8 2 2 9 9 8 6 6 2 @ 1 6 3 . c o m 手机 15822998662

曾经

参与

研究

课题

课题名称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下发展学生几何直观的研究》

课题立项批准单位 东丽区教师发展中心 结题时间 2021.6

是否课题负责人 是 是否研究报告执笔 是

发

表

获

奖

论

文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或颁奖单位

《浅谈小学数学优质课堂的策略》 东丽区教育学会

《浅析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的有效整合》 东丽区教育学会

《发展几何直观能力 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东丽区教育学会

《数学课堂隐形的翅膀—浅谈微课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的应用》

天津市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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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论证报告

要点：题目、背景价值、主题界定、对象选择、研究方法、程序措施、组织与保障、成员与分工、

进度与计划、预期成果等，要求具体明确、可操作，5000字左右（可加页）。

课

题

组

核

心

成

员

姓 名 单 位 名 称 专业职称 联系电话

刘满杰 丽泽小学 一级教师 15102201566

李欣枫 丽泽小学 一级教师 13512470501

沈树岗 丽泽小学 一级教师 18622009651

付维祥 丽泽小学 一级教师 13072272111

张淼 东羽小学 一级教师 13820824292

刘婷 东羽小学 一级教师 13516140189

苏欣 东羽小学 一级教师 13612112959

开

题

论

证

专

家

名

单

姓名 单 位 技术职称 电 话

刘宪伟 丽泽小学 高级教师 13920256527

潘秀军 丽泽小学 高级教师 15620787154

预期

成果

研究报告

课题

结题

时间

202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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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

背景价值：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正逐渐地走入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中，显示出越来越

大的优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正是利用信息资源跨越时间界限的

特点，有机地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的同时，更贴近

生活，更具有时代特点。并且，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来不断创造、丰富、维护和改变教学，打破传

统教学模式，给教学内容赋予了新的内涵，使教学内容鲜活起来。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

木是死书木。”这是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翻开数学教科书，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逻辑严密

的一个个例题，一道道练习题。虽然有插图，色彩鲜艳、内容丰富，但是静态的图片，看起来一

成不变，毫无生气。若教师就是按照教材，从例题讲解到练习，再到讲解，这样的解题教学，只

会使学生对数学产生枯燥与厌烦的感觉。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教育信息化的推进，新课改下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由于能有效提高

教学效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因而得到了广泛运用数学生活化教学与现代

信息技术的紧密结合，己成为未来小学数学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把数学生活化是新课标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和要求。而信息技术这种

高科技手段，凭着其突出的特点和巨大的优势，必定将取代过去传统的教学手段。两者结合，以

此来扩充课堂的容量，优化课堂结构，并且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首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数学，并

且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更加形象的展示出来。图像虽然不是语言，但比语言更直观，动画更是

生动形象，这样通过多种感官的刺激所获取的信息量，比单一地听讲强得多，而且还非常有利于

知识的保持。这些信息量都是贴近生活，来源于生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数学，把

生活经验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使学生学会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社会，去解

决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问题，为学生的终身可持续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在

讲解一些较复杂的几何图形时也可以借助于课件来完成，从而节约了课堂时间，也就提高了课堂

的信息容量。

其次，小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阶段。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以具体形象

思维为主，但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应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文字的闪

现、图形的缩放和移动，颜色的变换更能刺激学生的兴奋点，其效果当然就会更好，而且，展示

的是生活中的素材、资源，学生有熟悉感，更有助于学生

注意力的集中。

再者，现在的多媒体教学，借助于电脑、电视机、视频展示仪、网络等，能快速提供和处理

大量的信息。例如时间转换等难题，就可以通过课件演示的方法直观地展示出来，有效突破教学

难点。以此达到优化课堂结构，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教学

效果。

主题界定：

1.核心素养

数学核心素养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思维产物，它要高于数学知识、数学一般的思维方法。“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指出：“数学核心素养是数学课程目标的集中体现，是具有

数学基本特征的思维品质、关键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在数学学习和应用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数学核心素养包括：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

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

2.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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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是指利用电化媒体技术（例如幻灯、投影、电影、录音、录像、电视、计算机

等价为教育、教学的一种手段，运用电教的特性和功能进行多媒体教学。现代多媒体技术已不仅

是几种媒体（例如把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加以组合），而是侧重于以计算机为中心把语音处

理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视听技术都集成在一起，而且把语音信号、图像信号转换成统一的数字

信号，对它们进行存储、加工、控制、编辑、变换、查询、检索具备有图、文、声并茂以至活动

影象的功能。现代教育技术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整合，就是教师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

能把现代教育技术和数学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于总的教学目标以期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共同完成数学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型数学教学方式。

对象选择：

1.课程标准和专家的著作。学习和研读关于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理论依据。

2.教材。挖掘教材中适合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课例，课题组成员研究培养策略，

通过展示课进行展示，最后形成课例集。

3.学生。课上通过实施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策略，切实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能力。

研究方法：

1.学习课程标准和理论著作，解读教材，按年级整理出有关适合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

整合的内容；确立出与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相关的课例。

2.通过调查分析、实验对比、探究课型等开展研究。本课题采用实施法，以形成性研究为主，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3.在教师通过不断的实践与反思，对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等方面进行实验论证，

在此基础上撰写学术论文。

程序措施：

1．选择课题

2．课题的前期论证（文献分析，确定研究范围，形成假设，选择研究方法）

3．课题申报

4．开题论证

5．制定研究方案

6．研究与实施

7．资料收集和整理

8．形成研究报告

9．申请结题

课题负责人根据教师任课年段分工研读所教年级教材与参考，学习理论。制定问卷调查表，

对部分师生进行调查、分析，并研究对策。课题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对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

化整合进行梳理，集体备课，研课。预设策略，课堂实践（实验课、研讨课、验证课），验证策

略，形成共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继续深入研究，探索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策略。

收集教学设计、反思、案例、论文等，汇编研究材料，撰写结题报告，申请结题。

组织与保障：

此课题的负责人高德亮老师，区级学科带有人。多次作为主要人员参加课题研究，撰写多篇

与本课题有关的论文在市、区级教育学会中获二三等奖。多次参加区研究课、展示课。2020 年 6

月在中国教师研修网，中国教研网上分享交流《圆柱圆锥》。2021 年 4 德育精品课《数与形》荣

获区级二等奖。2021 年 4 月在区级德育精品课中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曾获区“双优课”二等奖…

李欣枫老师 2020.4 参加天津市微课程视频评选活动。微课《最简分数化成有限小数的特征》。

2020 参加了 “双优课”的评比，并获得区级二等奖。2021 年 4 月德育精品课《用百分数解决问

题》荣获区级二等奖。刘满杰老师 2020 年微课《组合图形的面积》获区级三等奖，2021 年 4 月

在中小学翻转课堂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21 年 4 月德育精品课荣获区级一等奖。



6

参与此项的课题的老师均是一线的骨干教师，是教学中的中坚力量，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开拓创新精神。课题组的成员是区名班主任 1名，区学科带头人 4人，校级学科带有人 3 人，一

级教师 8人。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占地 5000 平方米，堪称东丽区规模最大的学校，近些年来，在历任校

长的领导下，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创新精

神。本校教师 130 余名，优 44 个教学班，学生 1800 多名，具有一定的研究潜力，保证研究课题

研究过程中的人力。

丽泽小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保证课题研究过程中的财力。学校有图书馆、阅览室均

向每位老师和学生开放，备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供老师和同学们查阅。学校有信息教室，办公室老

师每人手中都有电脑，每间教室也配有电脑，学校有统一的宽带网络，可以保证参与课题研究老

师随时随地查阅资料。可以保证课题研究过程中的物力。

终上所述，该课题研究具备可行性，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出色完成该课题的研究。

成员与分工：

高德亮负责课题的研究报告。

刘满杰负责论文的把关与指导。

李欣枫负责课例的展示。

沈树岗、付维祥负责评价与分析。

张淼负责课例整理。

苏欣负责课例反思。

刘婷负责阶段总结。

进度与计划：

1．研究准备阶段：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确定课题、制定方案，学习理论，根据教师

任课年段分工研读所教年级教材与参考。制定问卷调查表，对部分师生进行调查、分析，并研究

对策。

2．课题实施阶段：2023 年 11 月—2024 年 8 月。课题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对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进行梳理，集体备课，预设策略，课堂实践（实验课、研

讨课、验证课），验证策略，形成共识。2022 年 5 月中期汇报，写出中期研究报告。

3．课题深化阶段：2024 年 9 月—2025 年 2 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继续深入研究，探索信

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策略。

4．结题总结阶段：2025 年 3 月—2025 年 5 月。收集教学设计、反思、案例、论文等，汇编

研究材料，撰写结题报告，申请结题。

预期成果：

1. 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

形成《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的研究报告。

撰写教学论文，在评选中获奖，成册。

教学实践设计、反思、案例成册。

打造 2-3 节精品课，积极参加展示比赛。

使用取向：

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利于在核心素养理念下改善、提高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预期社会效益：

带动家校共建，培养学生家庭探究氛围。

2. 突破性

探索一套适合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策略和教学实践指导课的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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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证意见：聘请专家不少于 2人。评议专家应为高级以上（含高级）职称教师，填写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论证意见

一、课题的研究有意义有价值。

把数学生活化是新课标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和要求。而信息技术这种

高科技手段，凭着其突出的特点和巨大的优势，必定将取代过去传统的教学手段。两者结合，以

此来扩充课堂的容量，优化课堂结构，并且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二、课题研究目标准确。

1.通过课题研究，能够探究出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方法策略 ，从而将抽象

素养的培养落到实处，能够切实有效的使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螺旋上升，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2.通过课题研究，希望我们探究出来策略方法能让小学数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生活化能力方面

有可借鉴性、可操作性。我们能为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研究方面尽一份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价值。

3.通过课题研究，使老师们不断的研究课例，创新教学方法，反思并撰写论文。在不断学习

探索中内化了课题组成员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升了老师们的专业素养。

三、课题研究内容清楚。

以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教学内容为载体，从创设情境，激发抽象思维动机、从经历自主探

究，培养抽象思维能力方面，从建立数学模型，提高抽象思维水平方面，从设计多样练习，发展

抽象思维能力等方面。

四、课题研究方法可操作性很强。

1.学习课程标准和理论著作，解读教材，按年级整理出有关适合培养学生抽象素养的内容；

确立出与培养小学生数学抽象素养的方法策略相关的课例。

2.通过调查分析、实验对比、探究课型等开展研究。本课题采用实施法，以形成性研究为主，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3.在教师通过不断的实践与反思，对培养小学生数学抽象素养的方法策略等方面进行实验论

证，在此基础上撰写学术论文。

五、课题成果有借鉴推广的价值。

形成《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的研究报告。撰写教学论文，在评选中获奖，

成册。教学实践设计、反思、案例成册。打造 2-3节精品课，积极参加展示比赛。探索一套适合

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生活化整合的研究策略和教学实践指导课的课堂教学模式

六、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研究能力强。

参与此项的课题的老师均是一线的骨干教师，是教学中的中坚力量，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开拓创新精神。课题组的成员是区名班主任 1名，区学科带头人 4人，校级学科带有人 3 人，一

级教师 8人。

七、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创新精神。本校教师 130 余名，有 44 个教学班，学

生 1800 多名，具有一定的研究潜力，保证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人力。

学校有图书馆、阅览室均向每位老师和学生开放，备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供老师和同学们查阅。

学校有信息教室，办公室老师每人手中都有电脑，每间教室也配有电脑，学校有统一的宽带网络，

可以保证参与课题研究老师随时随地查阅资料。可以保证课题研究过程中的物力。

终上所述，该课题研究具备可行性，我们相信课题组的成员有能力出色完成该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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