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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方法 

徐海斌 

（安徽省凤阳经济开发区小学   233121） 

摘要：随着问题情境教学法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成为小学数学活动中的重要教学方法。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对学生以后的数学
学习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数学教师要不断寻求新的教学方法，以此来促进数学教学活动的开展。本文深入地探讨和分析了小学数学
教学问题情境的创设原则，并提出了一些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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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认为高考改变命运，众多家长认为高中阶

段是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忽视小学阶段的奠基作用，这种观念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素质教育的提出，小学阶段的重要性逐渐显现

出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是需要从小培养

的。对于小学生而言，数学是一门难度较大的学科。小学数学教师

要善于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使学生学会思考数学问题，降低数学

对学生的难度。 

2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原则  

2.1 针对性原则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小学生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他们的学习

习惯和思维方式有所区别，班里学生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不会完

全相同。要想创设出更为科学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师不能缺少对各

个年龄阶段小学生的观察和研究，教学语言尽量通俗易懂，使小学

生都可以听懂课堂上的知识内容。同时，对于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

教师不能用同一种数学教学方式去对待，要重视“因材施教”这一

教育思想。 

2.2 趣味性原则  

小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他们无法在同一事物上集中较长时

间的注意力。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他们不愿意去过多的接触

和了解。在学习上也一样，有趣的课堂教学往往比无趣的课堂教学

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小学数学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这个特点，制

定新颖的教学方法。因此，趣味性原则是创设数学问题情境必须要

遵守的重要性原则，这一选择贴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有利于激发

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主性与自觉性。在利用问题创设情境时，教师

一定要注重问题的趣味性，使问题具有设置悬念的效果，让学生对

知识点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引发学生的思考。 

2.3 参与性原则  

数学课堂不只是教师讲课的地方，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

一节课如果只注重教师所讲的内容，不关注学生的掌握情况，那么

这节数学课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教师只顾着自己讲课，忽视和学生

的互动情况，导致有的学生没有听懂也不敢举手问老师，学生没有

真正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因此数学教师要根据参与性原则来创设有

效的问题情境，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性。 

3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  

3.1 将问题情境创设在实践操作中  

数学不只包含公式和知识点，也包含实践操作方面的内容，这

些实践操作内容往往通过例题来呈现出来，例如，低年级阶段，一

些题目让学生用直尺测量线段的长度，这种数学题就属于动手操作

题。小学数学教师可以把问题情境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使学生都

能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例如，对于“角的初步认识”这部分内容

的教学，数学教师在给学生讲完简单的知识点后，可以设置这样的

一个问题:“角的大小与角的长度有关系吗？”。对此，教师可以在

黑板上画一个角，一开始时它的角度 60°，两条边长都为 20 厘米。

然后教师找一个学生，让他在黑板上把这个角的两条边长分别延长

25 厘米，并让其他学生观察角度是否发生了改变。这时学生便会发

现，边长的长度与角的大小没有关系。 

3.2 问题情境创设要有启发性和探究性  

问题情境创设法与一般的情境教学法不同，问题情境教学法必

须要有相关的问题，通过问题把数学情境创设出来。教师在创设情

境时，要看问题是否能够引起学生的思考。这些问题要具有一定的

深度和内涵，能够对课堂教学教学有所帮助，使学生探究问题的欲

望得以增强。 

例如，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一个笼子里有鸡和兔子数只，

共有 6 个头，16 只脚，问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这种问题具有一定

的难度，教师要加强引导，教师可以提示说:“每只鸡有 2 只脚，每

只兔子有 4 只脚”。教师一步步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最终让学生自

己找到问题的答案。 

3.3 联系生活实际，降低数学难度 

数学和生活息息相关，生活可以促进数学的发展，数学也可以

让生活更加美好。在小学阶段，许多数学内容都与生活有一定的联

系，数学教师要善于发现这种联系，利用问题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

境。例如，对于“正负数”这部分内容的教学，教师可以提问学生

这样的问题:小红和小丽共同参加一场数学比赛，答对一题得 5 分，

答错一道题扣 8 分，不答题则不扣分，小红答对了 10 题，答错了 3

道题。小丽答对了 6 道题，答错了 4 道题，小红和小丽两人谁是获

胜者？他们的成绩分别是多少，用正数或负数表示出来。对于这种

比赛，学生并不陌生，教师利用这个问题创设情境，有利于学生把

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3.4 问题情境融入故事和游戏  

小学生大多处于儿童阶段，“游戏”和“玩具”是他们的最爱，

他们比较活泼好动。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特点，用故事和小游戏创设

问题情境。如果教师能够把一些教学内容以游戏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么将大大增强课堂教学效果。例如，对“元、角、分”这节内容

进行教学时，由于本节课的内容与钱有关，学生在生活中也都见过

钱，教师可以在班里模拟“市场卖东西”的故事情境。教师可以把

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其中一个人是“卖家”，其他几位学生是“买

家”。卖东西的学生可以把橡皮、尺子、文具袋等物体卖掉，橡皮 5

角钱一块，尺子 1 块钱一把，文具袋 6.5 元，买东西的人则去买东

西。注意在买东西时，卖家和卖家都要正确计算出所找零钱的数目。

这时教师可以询问学生，买东西时，我们用到的钱有哪些？它们之

间的进率是多少？这种问题可以迅速地把学生带入到课堂教学中，

使教学效果更加明显。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一些数学教师的教学效果并

不理想，也未能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更为明显。抽象性是数学本身固

有的特点，有的小学生学习困难，不能很好地解决数学问题。对此，

教师创新教学方式，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让学生跟着教师的问题

不断思考。为了使学生能够进一步感知数学，教师可以把生活案例

引入课堂，使数学内容变抽象为具体，不断提高课堂质量。 

参考文献 ： 

[1]林英军.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J].
学周刊，2020（08）：41-42.  

[2]唐凯.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J].读与
写（教育教学刊），2020，17（02）：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