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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思维可视化教学策略实践研究》



一、课题基本情况一、课题基本情况

《初中数学思维可视化教学策略实践研究》课题

是泸县教体函〔2022〕36 号批准立项的泸县名师工

作室专项课题，课题负责人：李同彬，承研团队：

泸县李同彬名师工作室。

（一）课题立项



泸二外2022届数学组同步研究



姓 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刘朝贵 泸县教师进修校
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 泸县教师进修校

梁家元 泸县“三名”
工作室负责人 泸县教师进修校

金 俊 泸县初中数学
教研员 泸县教师进修校

（二）课题专家组



（三）课题参研人员

课题负责人：李同彬

参研人员：李同彬工作室全体成员

市级课题《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实践

研究》

课题负责人：金俊

参研人员：李同彬工作室全体成员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1.政策支撑

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在新时代对教育人才培养

和中高考学科素养立意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2.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提出“数学

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兴趣，
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鼓励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2.理论依据
 脑科学研究理论。思维的三大“核武器”：头

脑风暴、思维导图、金字塔原理（美国麦肯
锡），其相应的思维训练活动反映出思维的可
视化过程。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2.理论依据
 刘濯源思维可视化教学理论。思维可视化侧重

于知识表征背后的思维规律、思考方法、思考
路径，在可视化的过程中强调对思考方法及思
考路径的梳理及呈现。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3.现实需要
 转变课堂教学模式，构建生本型思维课堂。

在课堂教学中就学生来说，“知识的加工”和
“问题的解决”的思维过程几乎都是不可视的，
而且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把目光聚焦到了答案上，
几乎忽视了答案的解决过程。其实学生思维的培
养并不等于“答案的积累”，而是来自于“得出
答案的思维方法和过程”。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3.现实需要
要提高学生学习的效能，我们就必须从“关注答
案”向“关注答案的生成过程”进行转变，从依
靠感性经验解决问题向理性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
进行转变。而要达到这种转变就必须要把“不可
视的”思维的过程和方法清晰地呈现出来，以便
更好地理解、记忆和运用。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一）问题提出

3.现实需要
 实现教学减负提质。近两年，县域内有泸县教

师进修校胡运清领衔开展小学“视动数学”研
究及泸县城北小学、海潮镇学校等单位推广应
用，为我们进行初中数学可视化教学实践研究
提供借鉴，也更好衔接小学和初中数学思维培
养，实现高效教学，减负提质。



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二、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二）核心概念界定
思维可视化。思维可视化（Thinkingvisualization）是指
运用各类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见的思维（思维路径、思
维结构、思维策略）呈现出来的过程。其中“思维能力
发展”是内核--支持且促进使用者的思维从“粗疏态”
（肤浅、混乱、僵化）向“精晰态”（深刻、明晰、简
洁）及“创见态”（质疑、突破、创立）发展；而“可
视化”则是呈现手段--经可视化的知识及思维更有利于被
学习者理解和记忆。简单说就是“一图胜万字”，也就
是说我们能从图示里面获取更多的信息。







三、本课题研究意义三、本课题研究意义

1.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作业质量；

2.提高学生复习总结的质量（初三学生尤其重要）；

3.促进学生创新思考，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体系；

4.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生思维的引导，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



四、研究目标和内容四、研究目标和内容

1.在不同年级开展数学教师课堂教学现状调查，

重点针对“思维可视化”教学进行访谈，了解数

学教师对执教内容教学设计、教学策略的初始

构想。

2.课题组成员利用组内、校内、名师工作室等途

径分学期选择不同教学内容，合理设计不同课

型，在不同年级甚至不同学校执教展示交流，

撰写执教实录，通过备、上、评各环节积累相

关课型经验，在理论层面进行实践性反思。



四、研究目标和内容四、研究目标和内容

3.提炼经验，形成教材内容中具体的较为成熟的

教学设计，总结课堂执教方法路径，创建具有

特色的数学课堂，以团队交流方式分享真实常

态的课堂教学；

4.完善总结，以教学案例、论文、报告等形式呈

现成果进行推广，有条件时可以对相关成果进

行公开出版。



五、研究措施和活动五、研究措施和活动

1.成立课题研究小组，开展头脑风暴，确定研究

课题，完成课题申报，撰写开题报告；

2.开展学生调查、资料收集工作，完善研究工作

方案，开展行动研究，实施阶段成果总结；

3.汇总研究积累的资料，分类写案例、总结性论

文；

4.完成研究工作报告和研究成果汇总报告。



五、研究措施和活动五、研究措施和活动

5.建立管理制度，规范课题管理。

6.保障工作经费。工作室做好课题研究的后勤保

障，对课题研究成效明显的人员给予一定奖补。

7.重视信息沟通。课题组反馈研究情况，形成工

作简报，通报进展情况。



六、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六、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

（一）预期研究成果

1.撰写出数学思维可视化案例分析报告；

2.提炼出不同课型的数学思维可视化教学策略；

3.开发出典型课例的教学设计、课件、思维导

图、微视频。



六、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六、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

（二）预期效果

1.学生层面

■有效提高学生的预习效率；

■有效提高复习总结质量，提高解题分析能力；

■ 提升发散和聚合思维，增强逻辑推理能力；

■提高思维导图绘制水平；

■学生作业质量明显提高。



六、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六、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

（二）预期效果

2.教师层面

■提高师生互动，提升教学效率；

■教师掌握思维可视化技术；

■形成数学思维可视化的教学案例；

■提升数学教师专业能力。



七、研究的保障条件七、研究的保障条件

（一）人员保障

课题组组成人员由三个层面的人员构成。一是以

课题负责人李同彬领衔的主研人员，具有较丰富的

教学和课题研究经验；二是刘朝贵、梁家元、金俊

等泸县教师进修校和教研室人员，具有丰富的教学

和科研设计、组织、管理经验；三是有泸县21所学

校的工作室人员参与，具有较扎实的校本研修经验。



七、研究的保障条件七、研究的保障条件

（二）物质、经费保障

本项目由名师工作室牵头，有满足课题实施的

物质、经费、资料等保障。

（三）时间保障

本项目研究人员全部在教学一线工作，有足够的

时间参与项目实践与研究。



八、专家评议要点八、专家评议要点

欢迎各位专家对课题组报告要点进行可行性评估，

提出意见和建议，届时由课题组写入《开题报告》。



九、研究计划调整说明九、研究计划调整说明

课题组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和建议作出相应的研究

计划调整。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