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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活动教学模式研究
吴鑫泉

（中山市龙山中学，广东 中山 528471）

摘要：随着国家教育信息化的逐步推进，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已经相对比较完善，对于网络学习空间的研究已经转向其在教

育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数学探究活动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为辅的一种建构式的教学方式，借助网络学习空间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的优势，本文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借助 GeoGebra 软件，通过实践，构建了高中数学探究活动的教学模式，以期为网络学习空间的创新

应用增添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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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学本质，启发思考，改进教学。”高中数学教学以

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为导向，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启发学生

思考，引导学生把握数学内容的本质。提倡独立思考、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等，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发展，数学探究活动能培养学生的数

学核心素养和探究能力，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

于网络学习空间的环境下，进行数学探究活动实践，构建基于网

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活动模式。

一、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活动教学模式

何克抗将教学模式定义为基于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

学习理论，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过程的稳定结构形式，其中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四个要素。胡琼等人构建

了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探究性学习模式。郭凯伦探讨了基于网络

学习空间的探究性学习活动模型设计。本文从理论指导、网络学

习空间、教学过程三个方面来阐述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

活动教学模式。

（一）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活动教学模式的相关研

究理论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一种质的变化，

一种主动建构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刺激反应模式的建立。探究性

活动为学生创建具体的问题情境，以问题为驱动进行探究，解决问

题，获取知识，注重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整个活动，实现知识的构建。

（二）网络学学习空间构建

网络学习空间由数字教育资源、教学工具、教师和学生空间

三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构成。数字教育资源采用希沃云课件、知

识胶囊、国家数字教育资源、组卷网、GeoGebra 共享空间、哔哩

哔哩资源、学习强国、中国大学慕课网及自建公众号组成，其中

希沃的知识胶囊的视频录制功能强大，可以人机交互，教师还能

在后台看到答题报告。教学工具由希沃一体机、希沃授课助手，

GeoGebra 软件组成，可以实现线上直播、线下授课、课堂实时展

示学生作品。教师和学生空间由班级优化大师构建，能够实现学

生间、教师间、师生间交流，还可对学生进行分小组、布置作业、

提交作业以及对作业的点评。

（三）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活动教学过程

1. 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中指出情境是高考评价体系中的

考察载体，所谓的“情境”即“问题情境”，指的是真实的问题背景，

是以问题或任务为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四层”

考察内容和“四翼”考察要求，是通过情境与情境活动两类载体

来实现的，即通过选取适宜的素材，再现学科理论产生的场景或

是呈现现实中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背景下发挥核心价值

的引领作用，运用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综

合展现学科素养水平。明确强调情境教学，合理创设教学情境，

能让学生积极快速参与课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究热情。

课前教师根据知识特点，寻找真实的问题情境，制作课前预习课

件、视频，上传到希沃云课件中，生成二维码，通过班级优化大

师布置作业功能给学生发布视频、课件二维码，并布置学生查找

相关数学文化，根据学情，设置合理的问题情境，多维度引导学生，

通过小组谈论发现问题，确定探究主题。

2. 展开线上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分为线上预探究与线下探究总结两个阶段。学生通

过班级优化大师发布的 GeoGebra 教程，熟悉 GeoGebra 的相关操

作，为探究做好准备，教师提供实时技术指导，以问题链为驱动，

学生通过线上交流，通过合作讨论，用手机端或计算机终端对

GeoGebra 软件进行探究操作，小组总结结论并通过班级优化大师

作业功能提交结果，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片、视频。

3. 线下展示成果，总结提升

教师对学生提交的探究成果归类总结，在真实课堂上，利用

希沃白板展示学生成果，并对成果作出点评，结合相关的知识点。

二、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活动案例

（一）课前导学

学生通过希沃白板云课件录制知识胶囊视频，复习多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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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和常见的面积体积公式，对于面积和体积公式的复习，

知识胶囊设置了互动环节，学生可以通过游戏来复习巩固面积和

体积公式。

（二）新课探究

1. 探究棱柱、棱锥、棱台的表面积

问题 1：生产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某产品

呈棱锥状，现需对其表面进行涂色；一礼品盒呈长方体状，现需

用彩纸对其进行包装。在这些实际问题中，所需涂料的多少或者

彩纸的大小围成几何体的各个面的面积密切相关。 

为此我们引入几何体表面积这一概念。什么是几何体的表面

积？如何计算几何体的表面积？

学生通过翻看教材，网上查找资料得出答案并完成下面习题：

练 习： 若 四 面 体 P-ABC 的 各 棱 长 均 为 a， 则 它 的 表 面

积为（   ）

A. 23a ；B.
22 3a  ；C. 26a ；D. 22 6a

这道习题在学生观看课件视频时会弹出答题板，视频会对学

生的答题给出反馈，教师后台也能看到学生的答题情况，教师在

课堂上根据学生答题情况进行针对性讲解。

设计意图：通过知识胶囊的游戏互动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

情，通过答题板教师能够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表面积概

念的探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问 题 2： 将 棱 长 为 2 的 正 方 体 1 1 1 1ABCD A B C D− ， 沿 平 面

1 1AB D 截去三棱锥 1 1 1A AB D− 后，所得几何体的表面积如何计算？

是直接将两个几何体的面积相减吗？

设计意图：可引导学生利用 GeoGebra 作出几何图形，提高学

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并根据图形得出答案。

2. 探究棱柱、棱锥、棱台的体积

问题 3：我们之前已经学习长方体的体积公式，其中 a，b，

c 分别是长方体的长、宽、高 . 它的一种等价表述形式是 V 长方形

=sh，其中 S 是长方体的底面积，h 是长方体的高。那么，公式

V=sh 是否适用于一般的棱柱呢？同学们知道数学家祖暅吗？

利用知识胶囊录制洋葱学院 App 的视频，生成知识胶囊二维

码发送给学生，让学生学习祖暅原理：任何一个底面积为 S，高

为 h 棱柱都和一个底面积为 S，高为 h 的长方体的体积相同。

设计意图：同学们通过网络查找资料了解我国的数学家祖暅，

了解和学习数学文化，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祖暅原理是教

材中的探究内容，而洋葱学院录制了非常形象的动漫视频，利于

学生理解。

问题 4：棱锥的体积公式为 1=
3

V Sh锥
，其中 S 为底面积，h 为

棱锥的高。这说明如果一个棱柱和一个棱锥的底面积相等，高也

相等，那么棱柱的体积是棱锥体积的 3 倍。你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吗？

设计意图：让学生利用祖暅原理将棱锥的体积公式转化为特

殊的三棱锥来证明，体现一般 - 特殊 - 一般的转化过程。

学生活动：打开教师制作的 GeoGebra 课件，通过按钮移动分

割三棱锥，探究三个小三棱锥的体积是否相等，得出结论：

一个三棱柱 1 1 1ABC A B C− 可以分割成三个等体积的三棱锥。

问题 5：我们知道棱台是由棱锥截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我

们该如何计算棱台的体积？

设计意图：通过此问题的设计引导学生建立模型求解，但是

好些学生无从下手，这时我们可以让学生观看洋葱学院微课，为

学生理清思路，并要求学生自行推导，在真实课堂中，教师通过

希沃授课助手展示学生成果，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

问题 6：请大家观察棱柱、棱锥、棱台体积公式，它们之间

有什么联系？你能结合棱柱、棱锥、棱台的结构特征来解释这种

关系吗？

学 生 可 能 对 这 个 问 题 无 从 下 手， 这 时 可 引 导 学 生 利 用

GeoGebra 课件进行探究，得出三种关系。

（3）总结升华与课后作业

在传统的课堂上，教师将学生线上探究成果进行展示点评，

小结本节课的内容，学生分享成果与感想，教师通过组卷网布置

习题以检验学生掌握情况。

四、结语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是信息化赋 能高质量教育发展的有

力举措，是汇聚教育优质资源、优化教育服务、开放学习方式、

实现学生个性化成长的必经之路。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数学探究

活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

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但是根据教学实践发现，学校的硬件设

备、网络的数字资源、课堂的教学模式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网

络学习空间的理念和实际教学生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相信在《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指导实施下，实现网络学习空间的人

人通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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