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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教学：高中数学教学的有效策略
刘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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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视化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数学理解,让隐性的数学知识显性化,让抽象的数学知识直观化. 在

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基于“实物模型”进行可视化教学,可以基于“多媒体课件”“图表图示”等
进行可视化教学. 可视化教学能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力,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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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发展

学生的数学思维,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可视化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数学理解,
让隐性的数学知识显性化,让抽象的数
学知识直观化. 借助可视化教学, 我们
能触摸到学生数学思维的脉搏 . 因此,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数学
知识的多元表征, 充分发挥各种媒体、
媒介、载体等的作用,加强知识的可视
化教学、学生思维的可视化教学以及学
习环境的可视化教学[1]. 通过可视化教
学,提升高中生的数学学习力,发展高
中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 基于“实物模型”的可视化
教学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可视化
教学的手段、方法很多,比如借助思维
导图可以实施可视化教学,借助出声思
维、动作展示等也可以实施可视化教学.
高中数学教学中,常见的可视化方式主
要有实物模型的可视化,多媒体课件的
展示、演示可视化以及可视化的视听学

习环境等. 实物模型的可视化教学,能
助推学生的数学理解.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运用实物模型
实施可视化教学,既可以促进学生的数
学感知, 也可以引发学生的数学操作、
数学思维和数学想象. 应该说, 实物是
最为有效、最为真切的可视化教学的资
源,教师运用实物模型等进行可视化教
学,能积累学生的数学感知经验、操作
经验、思维经验等. 比如在高中数学“三
视图”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运用实体
模型进行辅助, 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增进学生的空间理解 . 运用教具正方
体、长方体、圆柱体、圆锥体,将实物模型
从多个视角进行观察, 比如从上面观
察、从正面观察、从侧面观察等,并利用
这种观察促进学生对三视图的理解. 如
“线面垂直” 是这部分的重点也是难点
内容, 教学中可以借助实物———“旋转
中的门”,让学生进行观察,从而能深刻
认识到门轴与地面的垂直,进而动态地
认识到线面垂直. 有时候, 在数学教学
中,当教师不能或者没有找到相关实物
时, 教师可以从身边的教学资源入手,

灵动而充分地进行可视化教学资源的

发掘. 比如从人的身体器官开始, 用手
指代替直线,用手掌代替平面,等等. 通
过实物模型,可以让学生在头脑中建立
各种表象,比如三棱柱的表象、三棱锥的
表象等,从而便于学生学习侧面积、表面
积和体积.

从根本上说,实物原型、模型等与数
学模型是相对应的 . 在高中数学教学
中,实物原型、模型是学生数学思维、探
究的脚手架. 只有充分运用实物原型、
模型,才能让复杂的数学问题简单化,让
抽象的问题形象化、直观化,进而促进学
生的数学理解. 可以这样说, 在高中数
学教学中,要让抽象化的数学知识变得
真实可见、可操作,离不开实物原型、实
物模型,它能在数学知识与学生心理之
间建立重要的表征[2].

■ 基于“多媒体技术”的可视
化教学

现代信息技术为高中数学可视化

教学提供了有益的支撑. 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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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教师可以借助网络资源, 包括图
片、视听、动画等资源,对数学知识进行
模拟、 演示、 诠释等. 尤其是数学动态
化、可变性的数学知识,更需要借助相
关新媒体技术来演示,从而促进学生的
数学理解. 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多媒体
信息技术与数学的深度融合,要让数学
知识的本质融入多媒体技术之中,从而
借多媒体信息技术有效地助推学生的

可视化学习.
从认知心理学上看,高中生的数学

学习是一项内隐的学习活动,高中生的
数学思维犹如一个“黑匣子”是不可见
的. 借助于多媒体技术的可视化教学,
能够让学生的思维成为可以感知、可以
观察、可以把握、可以触摸的对象[3]. 比
如学生在学习“导函数”的过程中,如果
缺乏了图形的支持,那么,尽管学生也
能进行导函数的运算,但学生只是一个
机械的“操作工”,他们往往“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 因而常常是不明就里
地进行导数运算. 作为教师, 如果借助
相关的多媒体技术, 将数形结合起来,
让函数可视化、图形化,就能促进学生
的数学理解 . 比如通过原函数———“y=
(x2-2x)ex”与导函数图像的对比观察,学
生就能清晰地发现原函数的零点与导

函数的极值点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可视
化教学,绝非传统的纸笔计算、教师枯
燥讲解所可比拟的 . 在数学教学中,教
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反复地修改
原函数的解析式,从而引导学生动态地
观察图像的变换,进而动态地、可视化
地建立导函数与原函数、解析式与函数
图像之间的联系表征 . 这样的联系表
征, 能让学生把握数学知识的本质,进
而对数学知识形成本质性的认知、关系
性的认知.

新媒体、新技术往往集“数、形、表”
等于一体. 充分运用现代媒体技术,能
将不可视的数学知识可视化,进而能让
学生对数学知识展开深入而细致的思

考. 新媒体、 新技术能让学生获得一种
替代性的感受、体验. 借助新媒体、新技
术, 学生能够发现数学知识背后的本
质, 能够体会到数学知识是自然地、水

到渠成地形成的[4]. 可以借助新媒体、新
技术创设情境,可以借助新媒体、新技
术设置实验,可以借助新媒体、新技术
动态演示,从而助推学生发现规律.

■ 基于“图示展示”的可视化
教学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运
用图示、图式,包括思维导图、板书、表
格、记录单、知识结构图等进行可视化
教学. 数学的知识是体系化的, 既有基
本的知识点、概念的教学,又有方法类
型的概括. 借助图式、 图示的知识框架
图,能让数学知识集结起来,建构知识
块、知识串、知识群,让知识成为一种结
构化的载体.

法国数学家笛卡儿说：“没有任何
东西会比几何图形更能简单直接地引

入脑海,用图形表达事物是很有帮助的.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图式、图示、图形、
图表等往往是学生进行高质量的创新

性思维的脚手架. 作为教师, 只有引导
学生进行图构,才能将抽象的代数问题
几何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积
极地发挥图的功能、 效用. 比如在解析
几何中,当学生学习了圆的方程、椭圆
方程、双曲线方程等方程之后,教师就
可以运用知识结构表将这些曲线及其

条件、方程等列成表格,引导学生进行
比较, 从而把握方程之间的内在关联.
对于圆、椭圆、双曲线,教材中只是分别
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将这些方程之间
的关系呈现出来. 而借助图表的对比,
可以让学生深刻掌握这些方程的条件

以及这些方程在形式上的和谐性. 通过
对比, 学生能够隐隐约约地体会到,直
线的斜率、圆的半径和椭圆(双曲线)的
离心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等价性,它们
都是刻画某一种曲线的基本参数. 借助
图形, 才能将抽象的数量问题具象化,
让学生对数学知识获得本质性、关系性
的理解. 同时,通过图表、图示、图形等
可视化的学习工具,能让学生的数学思
维轨迹变得清晰可循,能在客观化的数
学知识与学生主观化的学习心智之间

架设一座桥梁,从而让隐藏在知识背后

的数学思想、方法、本质等显现出来,能
让我们看到学生的数学思维历程.

可视化的学习工具既有传统的,又
有现代的.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
普罗塔哥拉说：“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
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点燃的火把. ”
借助实物原型、实物模型、多媒体课件以
及各种图示、图表等的可视化教学手段、
方法等,能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地
表征出来,能将学生内隐的数学思维敞
亮出来. 但在实践过程中, 过度的可视
化教学却会阻碍学生的思维向高阶发

展[5]. 为此,教师要力避学生对可视化学
习工具的依赖,让学生摆脱工具依赖,培
养学生的抽象性思维.

在高中数学可视化教学中, 教师切
不可为了可视化而可视化,应当根据数
学知识的特质,选择合适的可视化工具,
让学生借助可视化的工具、方法等的支
撑进行可视化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要帮助学生实现表征系统间的转换、
转译,从而让学生学得更轻松、更深刻、
更扎实,让学生的数学思维在可视化教
学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 可视化教学
绝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教
学行动、教学理念、教学纲领等. 可视化
的数学教学不仅能让学生的数学学习

真正发生,而且能让学生的数学学习深
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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