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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智慧课堂通过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教学和学习体验。研

究聚焦于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小学数学教学互动现状，通过对一节小学数学公开课视频进行详细分析，探

讨技术在促进和支持课堂互动方面的作用以及课堂互动的深度与质量。研究发现，尽管现代数字技术的

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但核心教学互动仍未显著超越传统课堂模式，教师主导的技

术应用限制了学生的自主探索空间，部分技术仅是传统方式的数字化替代，师生问答方式单一，缺乏多

样性和深度。基于此，研究提出了平衡技术应用、探索技术创新应用以及丰富问答互动方式等改进建议，

以期为构建更加高效、生动、个性化的小学数学教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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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mathematics smart classroom integrates digital technology deeply with educational 
teaching, provi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a brand-new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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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primary mathematics within the smart 
classroom environment.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a recorded public lesson in primary mathe-
matic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classroom inter-
action, as well as the depth and quality of such interac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lth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nriche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eaching to some 
extent, core teaching interactions have not significantly surpassed traditional classroom models. 
The dominant use of technology by teachers limits students’ space for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Some technologies merely serve as digital substitutes for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question-
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lacks diversity and depth. Based on these find-
ings, the study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balanc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exploring inno-
vative uses of technology, and enriching question-and-answer interaction methods. These sugges-
tion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a more efficient, 
lively,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 system for primary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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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小

学数学更是作为基础学科的核心，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具有不可估量

的价值。课堂教学互动作为现代教学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认为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深

度学习的有效途径。在教学中，通过精心设计的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积

极性，促进知识的吸收与内化等。当前，智慧课堂作为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兴产物，以其

独特的优势在现代教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为学生创造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体验。在智慧课堂环境下，

小学数学教学得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实现教学内容的动态调整、学习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学习

过程的实时监测与反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教学效率与效果。 
因此，深入探究智慧课堂中的小学数学课堂互动现状，是提升小学数学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聚焦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小学数学教学互动，以期为构建更加高效、生动、个性化

的小学数学教学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2. 智慧课堂小学数学课堂互动研究 

智慧课堂在国外一般被称为“Smart Classroom”、“Intelligent Classroom”、“Classroom of Future”
“Digital Classroom”。国外学者更多关注智慧课堂中技术工具的运用，如 1988 年，最早由罗纳德·雷西

尼奥(Rescigno, R.C.)提出“Smart Classroom”概念。他认为智慧课堂是在传统教室嵌入个人电脑、交互式

光盘视频节目、闭路电视、VHS 程序、卫星链接、本地区域网络和电话调制解调器等。比利时学者 Hajar 
Ghaem Sigarchian 探讨混合电子教科书对智慧课堂环境下师生交互的影响[1]；美国学者 Sarah Rachel Kasa-
van 研究在数学智慧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使用 SMART 智能版探索几何图形等[2]。国内智慧课堂又称为

智能课堂、数智课堂等。国内关于智慧课堂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国内学者对数学智慧课堂教学互动的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化。如，在智慧课堂环境下，数学课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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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变得更加密切和多样化[3] [4]，交互过程立体化，真正促进“因材施教”的开展[5]，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数学知识，提高学习成绩，学生合作学习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自主学习机会得到扩展等。但也

有研究者认为，小学数学智慧课堂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传统课堂[6]，教师有关讲授的占比依旧很大，学

生利用技术开展自由讨论和协作学习的时间不够充分[7]，人与技术的互动不够深入[8]等。 
因此，对于小学数学智慧课堂而言，教学互动现状亟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重点围绕以下两个核心

问题展开探讨：第一，技术在促进和支持课堂互动方面的作用；第二，课堂互动的深度与质量。通过这

一研究框架，旨在揭示智慧课堂环境下技术应用对小学数学课堂互动的具体影响及其潜在价值。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安徽省 B 市某小学智慧课堂课例评比的参选作品中，随机选取青年教师 W 老师在智慧课

堂中执教的一节公开课《比较分数大小》为研究对象，视频课例的类型为新授课，年级为三年级，时长

为 40 分 34 秒。本次研究的课堂视频影像清晰，教学活动过程完整，师生互动明显，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和代表性。 

3.2. 研究方法 

研究课堂教学互动的核心在于聚焦作为学习共同体的课堂，探索师生之间、生生相互之间以及师生

与学习资源之间的协同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旨在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促进知识的深度理解和意义的主

动建构，从而实现教学相长，提升教育的整体效能。传统的课堂教学互动研究，主要以人为分割的时间

节点(3 秒或 5 秒的时间间隔)为分析单元，如最经典的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FIAS)，但通过人为分割的

固定时间间隔采集数据进行分析，易将教学片段割裂，虽能够量化计算出师生的交互语言和行为，但无

法反映互动背后的教学情境和教学过程。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孙众提出了以“课堂基本活动”作为课堂

视频分析的基本单元。“课堂基本活动”，指的是不可再分割的教学活动单元，例如对某个问题的讨论、

一次随堂测试或一次作品评价等活动[9]。这种方法强调将课堂互动置于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进行分析，从

而更深入地理解课堂互动的实际情境和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以一节小学数学公开课《比较分数大小》为案例，借助 Nvivo 11 Plus 质性分析软件

对课堂实录视频进行导入与处理。并依据“课堂基本活动”的标准，将视频进行切片分割，对课堂语言

交流进行文字转录。通过内容分析法等深入剖析该课堂中的互动现象。 

4. 数据处理与研究结果 

4.1. 课堂教学过程 

该课采用互动探究式组织教学，旨在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技术支持，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分数的

基本概念及其比较方法。课前学生已通过微课自主学习，完成相应的任务单，初步掌握分数的基本知识，

包括读法、组成和含义等。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设置问题，明确任务，引导学生进行互动探究，比较相

同分母不同分子的分数大小，并通过实际操作加深理解。在课堂教学过程的具体分析中，本研究将整个

课堂教学过程划分为若干个时间段，深入了解每个时间段内的教学活动，便于掌握教师和学生课程进度

和内容安排。首先，该教师通过“笑笑淘气切西瓜，比较切开西瓜的大小”等有趣的活动引入新课，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在“课始复习检测”环节，教师通过 ppt 课件展示、学生平板抢答等方式，检

验学生对课前微课知识的掌握情况；在新授环节，教师通过设置互动探究，让学生动手在平板上操作，

先画图、涂色，然后再比较分数大小，引导学生直观形象地对分数大小有所认识，深入理解新知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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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练习环节，教师通过选择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两种典型排序方式的作业进行展示，帮助学生巩固所

学知识；最后，教师对本节课内容进行总结，得出结论。 
总体而言，这堂课的教学活动设计得较为全面，涵盖了从引入、新授、互动探究、巩固练习到总结

的各个阶段。且除情景导入外，每个教学环节都运用了技术。具体课堂教学过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of “comparing fraction sizes” 
表 1. “比较分数大小”课堂教学过程 

时间 教学活动 教学展开 技术支持 

0:18~2:30 情景导入 笑笑淘气切西瓜 无 

2:30~7:59 课始复习检测 检测并复习课前学习的分数基本知识， 
包括读法、组成、含义等 

教师 ppt 课件展示、 
学生平板抢答 

7:59~10:54 

新授 

教师设置问题，

明确任务 教师明确任务 ppt 呈现任务 

13:48~21:20 互动探究：相同

分母比大小 
学生探究：按分数涂颜色 学生平板操作 

21:20~25:07 教师评价：教师大屏幕随机展示，互动讲解 教师 ppt 展示学生作业 

25:07~31:08 教师讲授 教师演示正确画法，并比较大小 ppt 课件展示、学生平板抢答 

31:08~36:32 
巩固练习 

学生操作：按分数涂颜色 学生平板操作 

36:32~38:51 教师评价：教师选择典型作业大屏幕展示 教师 ppt 展示学生作业 

38:51~40:19 总结 分母相同的分数，分子越大，分数越大 教师板书 

4.2. 智慧课堂中的技术使用情况 

Table 2. Teachers and students utilize technical data 
表 2. 师生使用技术数据 

使用者 使用类型 二级分类 节点数 比例 

教师 

汇总 266  67.1% 

配合讲解 

 158 59.4% 

ppt 课件展示 116  

板书 20  

抢答展示 10  

动画辅助 12  

微课视频展示   

即时反馈 

 98 36.8% 

作业数据反馈 12  

展示作业 58  

查看作业 28  

配合讨论 

 10 3.8% 

ppt 导入讨论   

ppt 布置任务 10  

学生 

汇总 130 32.8% 

平板练习 114 87.7% 

抢答发言 1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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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对基本课堂活动的视频进行切片处理，并对师生之间的语言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基于这

些分析，对师生使用技术的行为进行编码，在编码过程中，对技术使用行为采用时间单位编码，每 5 秒

编为一个节点。随后，对这些编码进行了意义聚类，最终得出师生在技术使用方面的节点数，总节点数

为 396 个，具体结果见表 2。 
该数据显示了课堂中师生技术应用行为的具体情况。从整体上看，教师使用技术的比例为 67.1%远

高于学生使用技术的比例为 32.8%。深入分析教师技术应用行为：其一，PPT 课件展示以 116 个节点成

为教师最常用的技术手段，在教师使用技术中占比高达 73.4%。这一现象凸显了视觉辅助材料在促进信

息传递和学生理解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二，在即时反馈方面，技术使用共占比 24.7%，其中展示作业以 58
个节点占据主导地位，在即时反馈中占比近六成。这一数据体现了即时反馈系统帮助在教师实时评估学

生学习成果和教学效果方面的潜力。其三，在课堂导入过程中未使用任何技术，抢答展示、动画辅助等

互动性节点数较少。深入分析学生技术应用行为：平板练习是智慧课堂中学生主要参与的技术活动，在

学生技术使用中占比高达 87.7%，而抢答发言作为一种互动性较强的活动，参与度相对较低，占比仅为

12.3%。 

4.3. 师生问答互动过程 

师生间的“问一答”作为主要的教学互动活动贯穿课堂的始终[10]，是教学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通过问答，教师也可

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发现学生的疑惑和困难，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帮助。同时，问答也

是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因此，通过对师生问答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今后的小学数学智慧课堂教学提供改进的方向。 
 

Table 3. Teacher-student Q&A categorization table 
表 3. 师生问答分类表 

主体 问答类型 解释 示例 

教师 

封闭式 
提问 讲授性提问 通过提问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引发

学生简单回答或可能自问自答 你们知道什么是分数吗？ 

开放式 
提问 

引发思考 
的提问 

提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通常期

望得到扩展性的反馈 
为什么 1/2 会比 1/3 大呢？我们怎么比较它们的大

小？ 

探究性提问 提出探究性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动

手操作或小组讨论 
如果我们有两块同样大小的蛋糕，一块切成两

份，另一块切成三份，哪块蛋糕的每份更大？ 

学生 

简单应答 简短回答，主要涉及基础知识层面 (教师问) 1/2 和 1/3 哪个更大？(学生答) 1/2 更大。 

阐述理解 详细回答，涉及分析、应用和评价

等更高层次的理解 

我觉得 1/2 比 1/3 大，因为 1/2 表示把一个整体分

成两份，而 1/3 表示把一个整体分成三份，所以

每一份 1/2 的量更多。 

提出疑问 针对不了解的内容提出问题 学生可能会问：“为什么 1/4 比 1/5 大？” 

 
本文对该课堂中教师的提问行为和学生的回答行为进行分类分析(见表 3)，分类型分析有助于深入理

解不同问答互动形式的特点和效果。如，开放式问题可能促进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讨论，而封闭式问题则

可能限制学生的思维范围。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问答，可以评估教师的提问策略是否有效，能否促进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本文对该课堂师

生话语进行文字转录后，依据师生问答分类表，进行逐一编码，用 Nvivo 11 Plus 软件得到相应的编码节

点数，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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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acher-student Q&A statistics table 
表 4. 师生问答统计表 

主体 类型 节点数 比例 

教师 

汇总 78 53.1% 

讲授性提问 56 71.8% 

引发思考的提问 12 15.4% 

探究性提问 3 3.8% 

学生 

汇总 69 46.9% 

简单应答 48 69.6% 

阐述理解 21 30.4% 

提出疑问 0 0.0% 

 
量化统计师生问答情况发现，师生问答互动大多数都是在简单问答方面。在节点数方面，教师共提

问 78 次，总占比为 53.1%，其中讲授性提问 56 次占 71.8%，为课堂中最主要的提问类型，引发思考的提

问和探究性提问数量都较少，分别为 12 次和 3 次。学生总回答为 69 次，总占比 46.9%。其中，简单应

答为 48 次占 69.6%，为课堂中学生最主要的回答类型。阐述理解 21 次占 30.4%，没有提出疑问的情况。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课堂教学过程、技术使用情况、师生问答互动情况对小学数学智慧课堂课例进行分析，

发现尽管在课堂中引入了现代数字技术，但在核心教学互动上并未显著超越传统课堂模式。可以得出以

下几点结论。 

5.1.1. 技术使用多为教师主导的行为 
在该智慧课堂中，技术的运用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技术使用的比例教师也远大于学生。教师通过电

子白板工具展示教学内容，而学生则主要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这种模式下，技术更多地被视为提高教学

效率的工具，而非促进师生互动或学生主动学习的催化剂。教师对技术的掌控可能限制了学生自主探索

的空间，导致课堂互动仍然维持在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框架内。在这种智慧课堂环境中，虽然

技术的应用看似提升了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但实质上却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潜力。电子白板和多媒体

工具的使用确实能够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使抽象的数学概念更加直观易懂。然而，这些技术手段

大多被用于单向的信息传递，即教师向学生展示课件、视频或动画，而学生的角色主要是被动接受信息。

这种教学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但却忽视了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思考过程。 

5.1.2. 部分技术是传统方式的代替 
智慧课堂中的一些技术应用，如抢答系统，实际上只是传统举手回答的数字化替代，并未从根本上

改变问答互动的性质。虽然这种替代可以增加课堂的活跃氛围和参与度，但它并没有引入新的互动模式

或促进更深层次的思维活动。此外，这种快速回答的模式要求学生需要在短时间内给出答案，才能抢答

成功，可能会忽视那些需要更多时间来思考的学生，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参与机会，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学

生依赖于短期记忆而非深入思考。因此，这些技术的应用更多体现在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上的教

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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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师生问答方式单一 
在小学数学智慧课堂中，问答互动通常局限于讲授性提问和学生的简单回答，缺乏多样性和深度。

讲授性提问往往围绕知识点展开，旨在检验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而较少涉及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考或

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此外，学生的回答也多是简短的事实陈述或观点表达，缺乏深入分析和讨论的机

会。这种单一的问答方式限制了课堂互动的丰富性和有效性。教师的提问多为封闭性问题，即那些有固

定答案或预期答案的问题。这类问题虽然便于快速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相比之下，开放性问题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鼓励他们从多个角度思考

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然而，在智慧课堂中，开放性问题的使用相对较少，限制了学生思

维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5.2. 研究建议 

针对小学数学智慧课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更好地优化小学数学智慧课堂的实践探索，本文提出

相应改进建议，为一线教师及研究者提供参考。 

5.2.1. 平衡师生技术应用 
为了改善技术教师主导的现状，可以采用更加平衡的技术应用策略，鼓励学生利用电子平板进行自

主学习和探究。在课前可以通过在线平台预习课程内容，课堂上则专注于讨论和实践。此外，还可以开

发或使用支持协作学习的软件工具，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5.2.2. 探索技术的创新应用 
为了超越简单的替代，应探索技术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利用虚拟现实(VR)或增强现实(AR)

技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或者使用人工智能(AI)辅助教学系统来个性化学生的学习路径。如，可

以在虚拟环境中设计一系列游戏化互动任务，要求学生通过切蛋糕等操作来比较分数的大小，逐渐增加

任务的难度和挑战性。开始时只比较两个分数的大小，后来可以增加到比较多个分数，或者引入不同类

型的分数进行混合比较。同时，教师应接受专业培训，以更有效地整合这些先进技术到教学中。 

5.2.3. 丰富问答互动方式 
教师可以尝试引入更多类型的提问，如开放性问题、反思性问题和探究性问题。这些问题旨在激发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考，没有固定的答案，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同时，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引导他们通过小组讨论或合作交流来寻找答案。此外，也可以利用

在线教育平台或学习交流软件，拓展课堂外的问答交流。 

6. 总结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对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小学数学教学互动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尽管智慧课堂为小学数学教学带来了诸多便利与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进一步优化与改进。

未来，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智慧课堂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应积极探

索技术赋能教育，确保技术真正服务于教学而非成为简单的展示工具；同时，注重丰富课堂互动方式，

特别是问答互动的多样性与深度，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与创造力。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数据编码过程由人工完成，没有采用自动化的数

据收集和编码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增加研究对象数量和类型，可以选取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的

多个课堂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普适性。并引入自动化技术来采集和编码数据，

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后续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如运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更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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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更深入的统计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解读。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提供

具体的应用案例和操作指南，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情，探讨如何有效地将技术融入课堂互动。并持

续关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小学数学智慧课堂中的应用，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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