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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 用于中学数学 CAI 程序设计的价值浅析  
  -----计算机语言教学与中学数学教学相结合的

实践体会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教委教师培训教育研究中心中学数学教研员 

红花岗区科协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微机分会辅导员 

符美瑜     

 

［引言］ 
 

面对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人才的竞争，要求今天的基础教育培养大批量高素质建设人

才已迫在眉睫。作为各学科前沿的中学数学教育，必须使受教育者具备能适应现代社会的

良好的数学品质。改进教学方法，引入现代教学手段，面向全体学生，大面积提高教学质

量是当务之急。笔者从1984 年开始,作为一名科技辅导员,在组织学生微机兴趣小组活动的

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将计算机语言学习与其所学的数学知识相结合,在大面积提高学生数学

基本素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硬件频繁更新换代，各种教学软件层出无穷，令人眼

花缭乱。要用计算机辅助数学教学，首先必须考虑是否符合数学教育的特点，同时也要考

虑现有计算机设备及购置相应CAI软件的经费等条件。我经过十四年的实践研究发现，用

LOGO 语言让中学生结合所学数学知识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能使所有学生学习数学和计算

机基本操作的综合能力大大增强。用LOGO 作为中学数学CAI 程序设计的平台,不仅符合中

学数学教育的特点，而且适合于从中华学习机到PC、286、386…直至奔腾系列微机等各种

不同档次的微机。不仅能 大限度地符合各校数学教学实际，而且能充分发挥各校现有设

备的作用。 

 

［LOGO 语言的特点］ 
 

1．容易被大多数中学师生接受 

LOGO 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程序设计语言。它是交互式的，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编程环境；

它是模块化的，便于程序的修改与扩充；它是过程化的，包含了过程、参数、变量等重要

概念，并允许递归调用；它有丰富的数据结构类型；有生动的图形处理功能；有精彩的字

表处理功能。它不仅具备多种优秀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 而且更接近自然语言, 生动有趣，

简便易学, 深受儿童少年的欢迎。小学低年级学生就能掌握LOGO 的基本绘图指令，中学生

学LOGO 程序设计自然不是难事。中学数学教师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掌握LOGO 程序设计的方

法和技巧，根据自己的教学特点和所教学生的实际情况用LOGO 语言设计相应辅助数学教学

的过程。  

2．LOGO 能方便地在图形上添加字符 

从抵挡微机到高档微机，都有能方便地在图形上添加字符的Logo 版本。如在中华学习

机上有北京大学张万增于1987 年开发的 CEC-中文 LOGO，它保留了固化在中华学习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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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版本 MIT LOGO 的全部功能, 不仅在程序中能实现中文人机对话, 还能方便地在图形

屏幕上随意添加字符和汉字；PC LOGO 3.0/4.0 与 CEC-中文 LOGO 基本功能极其接近,在图

形上添加字符也很方便，虽不易处理汉字，但用于中学数学CAI 当无大碍；而PC Logo For 

Windows 1.0/2.0 不仅能在屏幕上添加字符，还能方便地在程序中使用和处理汉字，十分

有利于数形结合的内容的教学演示程序的编写。 

3. 能与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要求同步 

Logo 屏幕设置是以屏幕中心为原点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其相关内部命令与中学数学术

语类似，且能在图形上方便地添加字符，中学生很容易用所学几何知识指挥图龟在屏幕上

画出各种几何图形并标上字符，符合平面几何的教学原则，寓教于乐，能使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气氛中掌握严密的几何规律。学生通过自己设计画数轴、坐标系及函数图象的程序，

十分有利于对数型结合的重难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从初一LOGO 基础知识的学习到初二通

过将LOGO 用于解方程、三角形、四边形的辅助教学中学习LOGO 编程方法，到初三在用LOGO

研究函数、解三角形、圆的有关作图及统计程序的编写中进一步学习和掌握LOGO 编程技巧，

循序渐进，随着学生所学数学知识的增加，LOGO 编程能力也随之增强。到了高中，学生基

本能学会独立用LOGO 编程去研究高中各种函数的图象及性质、解析几何中各种曲线、极坐

标及参数方程、制作立几图形等。Logo 系统的人机对话界面就是一个极好的“可视性计算

器”，可代替计算器用于各种数值计算。初中生从数值运算、数轴与有理数的关系的讨论、

平面几何图形的研究到函数图象的绘制都能在教师指导下用所学数学知识编程。高中生更

可以根据数学教材要求，独立编程去研究各种函数、立几图形、圆锥曲线、坐标变换等而

不必事先具备坐标平移的知识。 

4．能适应各种档次的微机 

固化在中华学习机上的LOGO与在PC系列微机DOS 3.0 以上版本下运行的PC Logo 3.0 、 

4.0 直至在 Windows 3.x、 Windows 95 下运行的PC Logo For Windows 1.0、 2.0 版本

都出自美国的同一家公司Terrapin Software,基本指令完全相同,有很好的兼容性和连续

性。因此，它既适用于如APPLE II 和中华学习机那样的低档微机，也适用于PC系列微机

从PC、286、386、486、586 直至更高档的机型。实践证明，用CEC-中文 LOGO 已能解决现

行初中数学教材全部内容的CAI 程序设计问题。PC Logo 数据处理功能比CEC LOGO 更强，

速度更快，不仅能有效地进行初中数学CAI 程序设计，还能很好地解决高中数学CAI程序

设计问题。笔者在多年数学教学实践中对此深有体会，并针对中学数学（含初中和高中）

教材的有关重点、难点的课堂教学用LOGO 编制了同步 CAI 课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其基

本过程只须略加修改，在中华学习机汉字LOGO、PC LOGO 3.0/4.0、PC LOGO FOR WINDOWS 

1.0/2.0 下均能顺利运行。 

从低档的单个微机到高档的多媒体网络教室，都能实施用LOGO 辅助中学数学教学。各学校

可充分利用现有微机设备用Logo进行数学CAI而不必为计算机硬件的飞速更新换代无所适

从。 

 

［LOGO 程序设计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举例］ 
 

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的编制，第一步就是要给出“算法”，即是要建

立解决该问题的数学模型。而数学模型的建立则依赖于建摸人的数学基础。将LOGO 程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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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应用于中学数学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数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的能力。

教学方式为：先用适当课时让学生掌握LOGO 的基本指令及基本上机操作方法，在教学进程

中再适时教学生进一步掌握相应的LOGO 基本编程思想和技巧, 学会用数学去“创造”更多

的LOGO 过程。形成应用数学概念建造数学模型→编LOGO 程序→运行程序→观察和总结数

学变化规律→发现新问题→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提高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良性

循环。 

  从 1987 年至 1990 年, 我在遵义市十一中（普通完中）用当时全校仅有的4台 APPLE

Ⅱ按这种模式用LOGO 进行计算机辅助高中数学教学的探索,先后对高中三角函数、解析几

何等课程的有关内容进行CAI（计算机辅助教学）课堂教学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 1991-1995 年, 我又先后在遵义市五中（普通完中）两个普通初中班作了从初中一

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两轮初中数学CAI周期实验，95年又接着在该校高中一个班进行了高

一阶段CAI实验（95年 6月因我生病住院中断）。实验是在中华机教学网下以教师指导学

生学习用中文LOGO 语言编制所学数学内容的演示过程并在计算机上进行“数学实验” 的

方式进行的。实验班学生在初一阶段学习LOGO 基本绘图命令及编程思想,到初二已能在教

师指导下用LOGO 编程, 在计算机上去“画”一些基本几何图形和解方程等。实践证明学生

用中文LOGO 在计算机上作几何图形兴趣浓, 印象深, 概念掌握较好。在教学网上,教师能

及时观察各种类型的学生的操作进程，便于因材施教。实验班学生普遍认为几何并不难学。 

函数教学是中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教学的难点。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利用

LOGO 的递归功能设计程序在屏幕下“描点”绘制函数图象。当学生能够自己编程画函数图

象后, 教师再指导学生利用LOGO 字表处理功能在运行过程时将函数解析式原样输入, 观察

函数图形随解析式中系数的不同取值而变化的情况。并让学生在屏幕上将画出的各图象标

出相应的函数解析式, 小结出函数图象变化的规律及性质。然后,教师再用演示课件以人机

对话方式出题,让学生由给出的条件迅速求出函

数解析式或给出解析式让学生尽快在纸上绘出图

象, 由计算机演示验证，学生间进行比赛。由于

学生自己参与编程,知道计算机由解析式画图象

的方法就是他们平时作业描点作图的方法, 因而

对看到的演示结果领会得更透彻, 印象也更深。

实验班的学生普遍感到函数并不那么难学。遵义

五中91-93 届初中数学CAI实验班一位学生升入

高一后还能独立用LOGO 语言为数学教师编制出

高中幂函数、三角函数等教学演示程序。1996 年

高考，该生成为遵义市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实验班学生中考前到中华机教学网上用

Logo 进行数学复习兴趣挺浓。在1993 年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 实验班数学平均成绩高出

遵义市平均分将近20分。实践证明，实验班学生的数学基本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该

班一名98年9月才从贵州师大电教2年制大专班毕业的女学生分配到计算机师资匮乏的遵

义市一中,当年 11月就能独立在新建的计算机多媒体教室从事对教师的计算机基础培训工

作。  

高中阶段,根据高中数学教学特点应更注重对学生进行编程前如何建立数学模型的训

练，能够强化学生对数学概念内涵的理解，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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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高中立体几何直观图的教学为例，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数学教科书上直观图的画法

建立画水平放置的正多边形的数学模型，然后自己设计程序在计算机上画立体图形，既能

加强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知识之间的联系，又能增强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及计算能力，对

后继课的学习如几何体中的有关计算等有很大帮助。 

下面是斜二测画法画立体图形的程序设计思想。 

1．数学模型的建立 

在计算机上作水平放置的正多边形，关键是确定各顶 

点的位置。 

（1） 平面直角坐标系下正多边形各顶点的定位：                   图(1) 

如图(1) ，设正多边形中心在原点，OM长为 R，OM与 X轴正方向的夹角为θ，则M点的

坐标为 （Rcosθ,Rsinθ）。如果正多边形中心角为 360°/n(n 为边数), 那么            

与 M 点相邻的顶点 M1 的坐标为(Rcos(θ+360/n),Rsin(θ+360°/n)),距 M 后第二个顶点

M2的坐标为(Rcos(θ+2·360°/n,Rsin(θ+2·360°/n)),依次类推,距 M后第 K个顶点的

坐标就是(Rcos(θ+K·360°/n),Rsin(θ+K·360°/n))。 

（2）画水平放置的平面直角坐标系X ′O′Y′。 

O′Y′与 OY轴成 45°角,O′X′与 OX轴重合。  

（3）水平放置的正多边形各顶点的定位。 

    根据斜二测画法规定，水平方向长度不变，竖直方向长度变为原来长度的一半。则M

点对应的点Mˊ坐标变为： 

 

M1 点对应点M1′坐标变为： 

 

则 Mk 点对应点的横坐标为： 

 

               纵坐标为： 

 

    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的算法编出画正面放置的正N边形的第K顶点的 LOGO 过程 ZD和画

水平放置的正N边形的第 K顶点的LOGO 过程 ZD1如下: 

TO ZD :N :R :Q :K  

MAKE "X :R*COS(:Q+360*:K/:N)  

MAKE "Y :R*SIN(:Q+360*:k/:N) 

SETXY :X :Y 

END 

TO ZD1 :N :R :Q :K 

MAKE "X :R*COS(:Q+360*:K/:N)  

MAKE "Y :R*SIN(:Q+360*:k/:N) 

MAKE "X1 :X+0.25*:Y*SQRT 2 

MAKE "Y1 0.25*:Y*SQRT 2  

SETXY :X1 :Y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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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参数:R输入正多边形的半径，:Q输入正多边形起始顶点处的半径与X轴正向所成角. 

SQRT 2 即 √) 

执行 ZD过程,  ?ZD 4 60*SQRT 2 45 0↙ ，就 

得到如右图中正面放置的半径为60的正四边形 

的起始顶点M 。 

执行 ZD1 过程,？ZD1 4 60*SQRT 2 45 ↙ 

则得到图(1)中水平放置的正四边形的起始顶 

点 M′。其中参数:Q即θ,其取值为角度数,  

它决定了图形放置的方向。可见，有了ZD 、 

ZD1 过程作基础，就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画出 

正面放置或水平放置的任意正多边形。将程 

序略加改进，就不难编制出画正棱柱、正棱                   图（2） 

锥、正棱台等几何体及其各种截面的过程。 

利用 LOGO 的递归功能将这些过程经过简单改进，在486 以上的机型上就能产生很好的

三维动画效果。  

图(2)中所示的四个图形就是根据输入 的θ值的不同而得到的同一正四棱锥的不同放置效

果 。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动脑，使学生能切实领会到在纸上画立体图形的角度不同产生的直

观效果就不同，对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规范立体图形的画法颇有益处。 

 

[ 结论 ]  
 

LOGO 用于中学数学CAI程序设计，为广大数学教师提供了从“中华机”到“高能奔腾”

等各种档次的微机上都能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施自己设计符合自己教学特点的教学过程

的广阔空间。使每一位数学教师都能学会将数学教学和计算机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 使学

生成为CAI教学活动的主体。让全体学生都能够切身体会到用从数学课本上所学到的数学

知识亲身参与程序设计的乐趣,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既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的

理解和掌握，提高他们的计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运用数学进行创造

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操作计算机的实际能力。使计算机真正成

为中学生学习数学应用数学的良好工具，对大面积提高中学生的数学基本素质很有实用价

值。  

  

（注：本文图形及图形上的文字均是在PC Logo For Windows 下制作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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