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03期

10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本文相关信息

课题研究

引　言

本文以认知负荷理论为基础，探讨在高中数学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该如何运用好信息技术来提升课堂教学

效果，从而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增强学生的

理解和记忆能力。

一、认知负荷理论的简要论述

认知负荷理论强调人的认知结构是由长时记忆与工

作记忆组成的。工作记忆是短时间的，又被称为短时记

忆，人们在以工作记忆为基础开展工作活动时，大脑对

于所要承担的工作任务的容量是有限的，能够记忆的信

息在 5~9 条之间。而在对这些短时记忆的信息进行处理

时，短时记忆只能一次性完成两三条的信息处理。这是

因为大脑运用工作记忆进行信息存储时，信息中的各个

子元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这需要大脑提供更加

充裕的工作记忆空间，但是短时记忆的处理能力有限。

相对来说，长时记忆拥有广泛的信息容量，在存储信息

时，无论信息是碎片化的还是整体性、复杂性的，其都

可以被长时记忆所容纳。                     

在认知负荷理论基础上，教育研究者认为，长时记

忆中的信息存储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功能。一般情况下，人

们所获得的知识内容是通过构建思维图形来进行长时储

存的。知识内容以图式的方式被组织成一个整体的模

块，从而降低了工作记忆的负荷，以此来完成人们对必

要知识的长久记忆。人们通过图式构建完成长时记忆

后，可以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从

而形成知识结构的自动化模式，为人们以后遇到其他问

题提供参考和帮助。并且，以此为基础，人们遇到不熟

悉的工作任务或知识形态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工作

记忆的能量，以提高自身的学习效率和能力。

二、运用思维图式，强化长时记忆教学

在认知负荷理论的指导下，在高中数学教学工作

中，要想获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成果，帮助学生不断提高

自身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教师就要努力运用思维图式

的方式构建数学知识元素之间的关系框架，以此来提高

学生的长时记忆能力，并指导学生通过日复一日的锻炼

和学习，不断释放工作记忆空间，为其学习和理解新知

识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1]。一方面，思维导图可以将各个

知识点进行串并联，通过联想的方式，学生可以通过回

想实现以某一个知识点为中心，进行扩散式的知识记忆

与理解；另一方面，思维导图的有效运用，可以让学生

随时随地进行知识点回顾。当遇到思维导图内容残缺的

情形时，学生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自己哪一方面存在缺

陷，从而提高复习精准度。

例如，希沃白板就是一款比较适用于课堂教学的平

台资源，教师可以运用希沃白板中的思维导图功能，通

过逻辑图、鱼骨图、组织架构图等各种思维图式，将数

学各个知识点进行连接，并展示给学生，教会学生在脑

海中构建数学思维图式。学生可通过联想记忆的方法，掌

握数学各个知识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学习

和复习效率，提升长时记忆的能力，对数学知识形成长

时储存。

三、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降低学生心理负荷

在现代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的关注重点不再是教

案和教学任务，已经转移到学生的能力建设、兴趣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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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动性培养等方面 [2]。这一重要转变说明，高中教学

除了要看学习成绩以外，还要注重学生习惯与能力的培

养，既要保证学生学习和记忆重要数学知识内容，又要

保证学生心理的健康。所以，在认知负荷理论的指导

下，高中数学教师要注意体察学生的心理负荷能力，并

在具体教学中充分考量学生的学习压力情况，采用合适

的教学方法，合理分配学习任务，防止造成学习任务与

学生的心理负荷不符的情况，避免使学生对数学产生厌

倦心理 [3]。

较强的逻辑性、抽象性是高中数学的学科特点，它

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面对繁

重的各科学习任务，高中生的心理负荷早已濒临崩溃。

所以，数学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丰富教学手

段，既要降低学生的心理负荷，又要保证学生的学习效

果。例如，教师可以运用希沃白板中关于游戏化教学产

品的功能来增强课堂趣味性。高中数学与信息技术的有

效整合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数字化游戏教学来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同时，游戏教学的开展，可以让学生消除在

课堂上的心理压力，进而更专心地投入学习。

又如，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中的云存储功能下

载经典高考例题，让学生进行一题多解的练习，以此来

减轻学生的学习任务和课业压力，从心理负荷的角度促

进学生数学学习主动性的提升。一方面，高考例题既包

含高中数学的重要知识点，学生通过对高考例题的练习

可以更全面地掌握高考形式；另一方面，一题多解的练

习是对学生思维能力、转化能力及理解能力的全新锻

炼，使学生不必大量地练习新题，追求“多”，而是在

认知负荷理论的指导下努力追求“精”。

四、利用信息技术，采取科学教学策略

以认知负荷理论为基础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需要

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取更加符合学生学情和

特点的教学策略。学生的个人认知水平不同，使得他们

的学习能力、兴趣取向、自我约束能力等多方面也有所

不同。教师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

收集和整理每个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数据，并利用云存

储、云计算等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和测评，从

而帮助教师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分析出学生学

习进步或落后的原因，以此来指导教师采取更加科学合

理且个性化的教学策略 [4]。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构建课前、课中、课后的“智

慧课堂”模式进行全面的教学计划评估。在高中数学学

习中，很多学生经常陷入“闭门造车”的困境，对于自

己不懂、不会的地方，不喜欢向他人求助，经常导致自

己“死读书、读死书”，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又没能

提高自己的数学解题能力。对此，在课前，教师可以先

运用信息技术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每个学生的学

习基础，再进行教学设计。在课中，教师可以结合课本

内容，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展开探讨，并对

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实时监测，以保证本堂课教学效果

的有效落实 [5]。在课后，教师可以借助微课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课后辅导，引导学生积极开展课堂学习情况反思

活动，总结自己的学习成果，以此来实现对数学学科知

识的有效掌握。

结  语

高中数学教学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既是适应时代发

展潮流的必要举措，又是推进现代教育教学的必要手

段。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数学教学的过程中，不仅

可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还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的有效提高。在技术效果上，教师通过对

学生具体学情进行数据分析，可以采取更加科学的教学

策略，让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方法更适合新时代高中

生的学习习惯和特点，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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