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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核心问题的解决和教学，利于帮助学生积累

数学基本活动经验．正如课堂追踪的发现，对不同

层次水平的学生，多媒体的作用是不同的，为此，

教学中建议如下：

第一。根据个体差异考虑多媒体的运用

取样班级共有学生126人，其中“中等”学生

就有72人，所占比例是最大的．“中等”学生具备

一定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但不完善，由归纳到演

绎的思考过程往往不能自然联系，多媒体的合理

呈现利于这一层次学生建立起观察与归纳，归纳

猜想与演绎证明的自然联系．多媒体工具的应用，

对于“中等”学生产生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优

等”学生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数学基本活动经

验，当问题或者观察对象出现时，他们能够较快地

调用已有经验，迅速做出判断并进入理性思考．这

个时候多媒体的简单呈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思

维和想象空间．“差等”学生已有的数学基本活动经

验水平较低，多媒体的刺激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却不能够使得他们顺利进人“理性思考”的状态．

针对不同个性、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帮助学

生感悟数学、理解数学，这是多媒体在积累学生数

学基本活动经验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需要思考和研究积累学生数学基本活动

经验的四个方面，恰时、恰当地呈现多媒体，满足

“优等”、“中等”学生的思维发展空间．此外，在课

外对于有问题的“差等”学生进行帮助和引导．

第二，借助多媒体。帮助学生“感悟”数学

多媒体的功能不仅仅是呈现教师的板书，更

重要的是将教师的语言直观化，呈现动态的展示，

以及展现连续的思维过程．如从研究对象开始，在

特例基础上逐步展现一般性规律．在此过程中，使

学生感悟数学思维的过程是如何从观察开始，在

联想基础上由特例猜想一般性结论，以及对结论

的验证或证明．多媒体的应用，和学生积累数学基

本活动经验的过程是一致的．

总之，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工具为教师的教、

学生的学服务．“工具本身并不存在，当主体能够

恰当利用工具并且把它和自己的活动整合起来，

它才真正成为一种工具”[9]．这种工具的价值不仅

仅是展示教学内容，更多的是在展示过程中引发

学生的“悟”，让学生自主感悟归纳推理和演绎推

理的思维过程．“思维为本，知识为流；思维为前

提，知识为产品；思维是上位的，知识是下位

的”[1⋯，多媒体通过展示知识内容，引导学生在思

考过程中“感悟”学习内容，多媒体是积累学生数

学基本活动经验的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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