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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 
刘霞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一中 831200） 

摘要：我们从小就在学习数学，可许多人并不懂得学习数学的目的与意义何在，所以学得很痛苦、很无奈，于是产生了数学对普
通人是否有用的疑问，所以网络上、现实中不乏“学数学有何用？”，“买菜需要函数吗？”等等这样一些论调。其实生活中处处体现
数学思想，而学习数学则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数学思维，数学思维是逐渐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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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误区的原因之一与我们教师的教法有关，我们往
往只重视了数学怎么拿高分却忽略了数学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
意义，缺乏对学生数学文化的教育,忽略了数学方法的传授与数
学思想的渗透，忽略了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
题的能力。 

那么该如何摈弃大家对学习数学的误解，使他们明白学习
数学的重要意义，又如何通过数学学习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分析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呢? 

一、 从实际生活中引入所要学习的数学知识 
数学来源于生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的

数学素材，从实际生活中引入数学知识，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
识就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问题，自己的
生活实际与数学知识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 

如在讲必修 2《几何体》这一节内容时，我根据教材的知识
特点，首先让学生搜集了大量的锥体、柱体、台体等实物并观
察总结其特征，然后让学生调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哪些这方
面的问题，结果学生提出了许多利用几何体的相关知识解决的
实际问题，如“我要用铁皮做一个正方体的容器怎样用料最
省？”；“礼物包装是一个三棱柱的纸盒，要做一个这样的纸盒
用多少纸料？”；“我想用玻璃板给宠物狗做一个正方体的漂亮
的小房子，在房子的前边做一个门，两边还要各开一面小窗户
如何算料？”；“我家有一个圆柱体的鱼缸，差不多盛有一半的
水，怎么算出鱼缸中有多少水？”等等，由于我给学生创设了
一个实践活动的机会，学生便从自己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发现并
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数学问题，问题中涉及了本单元关于几何
体特征及计算表面积、体积的所有知识。课堂上我以几何体的
实物作为依托，通过独立思考、动手实践、小组合作交流等多
种学习方式使学生很容易地就突破了有关几何体特征、表面积、
体积的计算等本单元涉及到的一系列知识，这种教学方法不但
夯实了基础，提高了学生的能力还节省了不少教学时间，效果
非常好。 

从以上实例不难看出，教师善于研究生活中的数学，利用
生活这个大课堂、活教材，把数学知识从生活实际中引入，把
抽象的数学转化为学生熟知的日常生活现象，使学生从中体会
到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数学，对数学产生亲切感，这样能更好的
激发起学生爱数学、学数学的极大兴趣，从而达到在数学教学
中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 

二、 把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教师不仅要善于挖掘生活中的数学素材，把生活问题数学

化，还要善于把书本上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把
数学问题生活化。 

数学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数学教学中要在传授知识
的同时，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体现数学学习的价值，使学生在知识的学习与应用的过程中对

所学知识形成更深刻的理解，这样学生在学习中所收获的就是
可以灵活应用的知识而不是呆板的书本知识。当学生理解了一
个数学知识又能自觉主动地从数学的角度探索这一知识在实际
中的应用价值，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使学生终身受用。例如学
习了“不共线三点确定一个平面”我们明白为什么固定摄相机
要用三角架，自行车两轮子加脚撑就不倒；学习了函数我们可
以让材料最省，成本最低，利润最大。  

又如“线性规划”这节课是在学习了直线方程的基础上，
介绍直线方程的一个简单应用．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
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条件下，如何精打细算巧安排，
用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大的效益是线性规划研究的基本内容，它
在实际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当然，中学所学的线性规
划只是规划论中的极小部分，但这部分内容，也能体现数学的
工具性、应用性，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素材。 

又如.独立性检验是高中阶段的重要知识,也是初等数学应
用价值的重要体现,因此要学好这一部分知识,不仅要充分理解
独立性检验的基本方法和思想,还要能结合实际对这一部分知识
加以应用,让独立性检验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指导，因此在独立性
检验的教学当中，通过探究“吸烟是否与患肺癌有关系”，“性
别对文理科选择是否有影响”等社会敏感话题引出课题，并借
助样本数据的列联表、柱形图和条形图展示在吸烟者中患肺癌
的比例比不吸烟者中患肺癌的比例高，让学生亲身体验独立性
检验的实施步骤与必要性，学会独立性检验的思想与方法,也让
学生更加理解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 

以上实例体现出数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体现了数学问
题生活化，数学教学中要想达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目的，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走向实践，培
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及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
习的最终目标。我们说学生的数学能力不仅仅在于其掌握数学
知识的多少和解决数学难题的多少，而是看他们能否把所学的
数学知识、思维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我结合高中生的年龄特点，在数学教学
中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探索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培养学
生解决简单的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说：“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
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为此教师不仅要注意从生活实际中引
入数学知识，还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生活中简
单的实际问题。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逐步形成良好
的思维品质和运用数学的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轻松
愉快的学习数学，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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