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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纯粹的“纸笔数学”越来越不能满足日常的教学活动的需要，我们经常为了获得某个数学结论、解决某个数学问题、验证某个数学

猜想而展开数学实验。在数学实验的过程中，学生边操作边思考、边思考边操作，打开思维活动的轨迹；在数学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学玩

做合一”，“思创行一体”；在数学实验的过程中，打通教材文本、学生知识经验、学习心理等边界，彰显数学教育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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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验开启了数学学习的一种新形式，将课堂至于新鲜的环境中，

让学生在做中思，在思中学。将日常教学与实验操作结合，激发课堂教

学的生命活力，彰显当今数学课堂的魅力。将数学实验融入日常教学，

在“做”中享受完整的数学学习同时，数学素养得到内在的激发，数学

能力得到提升。 

1 借助实物直观，获得数学理解 

学生眼中的数学是枯涩的、抽象的、乏味的。课堂上，学生更多地

的是“听众”或“看客”，没有机会展开手脑协同活动。数学实验的一个

功能就是改变学生对数学的刻板印象，改变简单地接受知识的学习现状，

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动手实践，亲身经历数学结论的获得过程。

在数学实验课上，每一位学生都可以自由而大胆地猜想和验证，感受数

学学习的快乐和数学发现的乐趣，感知数学思想的形成，实现了从被动

学习到主动学习再到创造性学习的跨越。 

学生利用实物进行实践操作，通过实验测试和验证已得结论或猜想

的正确性，从而借助实物直观获得数学理解。从认知过程看，学生通过

操作实验工具，观察实验过程中的数学现象而获得感性认识，再经过理

性分析和论证，对结论的真伪作判断。如果出现错误，则需要反思实验

过程和再实验，不断修正直至获得正确结论。 

数学实验让学生的数学直觉、猜想、操作融为一体，一边思考一边

操作，一边操作一边思考。教师要有意识的激活学生的学习，用活的教

育方法来教活的学生，以学会个体的发展为中心，使学生自己学会分析

和观察，最终实现“先生的责任不是教，而是教学，教学生学”的目的。 

2 模拟实际操作，引发数学思考 

数学实验借助手、脑袋并用，对提高学生的观察和归纳推理能力有

显著的作用。数学实验帮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理论及证明的重要性，不

仅能引导学生探索知识，更能起到提升学生能力的目的，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数学素养。正如数学教育家波利亚所说:“抽象固然非常重要，但是

要用尽所有办法使它们变得可见和有形 。” 

折纸活动可以形象地反映图形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规律，学生仅仅通

过操作、观察、分析自己手中的一张纸，经过反复折叠、旋转后，很容

易直观地发现折纸活动中所蕴含的数学结论和规律，更有效地调动学生

参与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数学教育的本质是关于思维的教育。借助数学实验活动，从操作中

发现数学现象或事实中蕴含的规律，体验数学原理的可靠性，理解数学

方法及其使用条件，感悟数学思想的现实背景和抽象形式。 

在课堂上，除了注意学生的认知特点，鼓励学生大胆猜想以外，在

从“几何直观”到“几何证明”的过程中，要求严密地证明。在课堂上

谈思想方法是不能仅仅靠教师讲述的，这涉及到教师思维、固有思维、

学生思维的差异，涉及到不同想法的来源，涉及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学生的默契，还涉及到是否真正发展了学生思维。因此，学生有足够的

时间动手操作和积极表达，感悟数学内容、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深化学生对所学数学内容的理解，增强学生数

学活动的经验，培养学生的抽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应用

能力，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轻松地领

悟数学思想方法。 

3 整合信息技术，完善数学探究 

人们都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为了让学生喜欢上数学，必须不断

的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引领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这是学生数学能力

提升的着眼点，我们应该多种途径的赋予“活”的教学方法，多角度，

多途径，多层次的完善数学探索。 

先进的信息技术能使抽象的数学具体化，运用实验的教学形式把原

本抽象的、静态的数学问题形象化、具体化，同样的数学问题，虽然问

题本身的难度没有变化，但学生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了，课堂反映更加

自然流畅。初中课堂中引入“数学实验”教学是多媒体技术与课程整合

的需要，同时又是教学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更是信息技术更大程度上服

务于教育教学的需要。与此同时，整合信息技术与数学实验为课堂教学

效率的提高、减轻学生负担提供有效方法，为素质教育在教学课堂中的

生动体现锦上添花。 

“GeoGebra”软件提供了强大的“做”数学的功能，教师以问题为驱

动，将更多的探索、分析、思考的任务交给学生。例如，在研究函数的

图像及性质时，借助计算机快速计算和图形处理的功能，模拟再现问题

情境，引导学生独立探索数学知识、检验数学结论；在研究图形运动问

题、动态的函数问题等时，借助动态数学软件演示，可以有效地克服学

生的畏难心理。 

“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

是探寻出路。”将数学实验融入日常数学教学中，学生多种感官共同参与

体验，边操作边思考，手脑协同；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相辅相成，实验

与论证相统一，严谨清晰；以“做”为支架，环环相扣，贯穿数学课堂，

注重过程与结果。每一位学生都能享受完整的数学学习，不同的学生在

“做数学”中，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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