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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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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情境教学的方式在小学教学过程中应用的十分广泛，对于小学生学习数学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更容易让学生读

懂数学知识点的定义内容，因而这种教学方式在应用过程中十分受欢迎。本文首先就对情境教学的具体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

次就对这种教学方式在小学数学当中应用具体状况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情境教学；小学数学；运用状况分析 
 

目前，我国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各项改革以达到满足社会对人才

需要的目的。为了能够进一步的鼓励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就需

要通过运用合理的教学方式来帮助学习理解复杂的知识点。由于小

学生对学习的重要性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因而就需要教师能够在学

生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指导，从而能够保障教学方式更加的合理化，

学生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成绩。 

1 情境教学概念分析 
情境教学法是作为一种现代的教学方式，它和传统教学方式相

比较具有十分明显的灵活性的优势，能够利用设计情境的方式，进

而实现将复杂难懂的知识点通过生活就能够生动的呈现在小学生

的面前。在数学课堂当中，引入日常生活实物对于小学生而言，也

能够引起他们对课堂的注意，进而对数学知识进行思考。另一方面，

小学教师在运用情境教学的方式时，学生也能够根据实际状况实现

思维的开拓。教师在课堂当中对难以理解的知识进行情境的设置，

能够更加直观的让学生理解并掌握相关的知识点，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师生之间的学习感情也会得到升华，这样也能够实现学生同

教师之间的友好相处。这对于教师教学过程而言也会变得更加的顺

利，学生学习的状态也会得到改进。 

2 情境教学法在我国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状况分析 
2.1 问题情境更加生活化 

目前，在对小学生进行授课的数学知识点，具体的原理都是基

础内容要求小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由于这些小学数学都是同人们

的日常生活相互关联的，因而就需要教师能够结合实际生活来讲解

知识点。学生通过实际生活也能够学习到相关的数学知识，因而实

现数学教学生活化就变得更加的容易。由于当前小学生的思维能力

建立的并不全面，因而他们很难以理解比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对于

课本当中比较抽象的内容就需要教师能够根据实际生活当中的物

品以及案例来实现知识点的具体化，这样学生在理解的过程中就会

减轻掌握难度。教师通过简单的知识点进行引导，然后逐渐引入难

度较大的内容，这也能够逐渐的锻炼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比如，在

小学数学书本当中有一章节就讲到了长方形的面积算法以及相关

的概念拓展内容。学生在接受新的知识点时仅仅通过书本当中的图

片是很难做到真正的理解，若是学生跟不上教师的课堂节奏，学生

就可能逐渐的放弃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因而就需要教师能够运用学

生熟悉的物品进行演示。比如，学生所用的书本就是一个长方形的

形状，在学习面积计算的过程中要求学生拿出小尺子进行测量，明

确哪个是长度，而书本哪个是它的宽度，从而进行测量并运算。在

这个过程中，由于书本是小学生所熟悉的物品，因而对长方形的理

解就会变得更加容易，通过具体操作测量其长度以及宽度，进而得

出它的面积。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不仅仅锻炼的动手能力，同时计算

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 

2.2 将情境教学融入实践教学环节当中 

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具

有直接的关联，因而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始终无法掌握，在一定程度

上是由于教师没有选择出合适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

中没有考虑到小学生对数学知识接受的能力，因而就导致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无法同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

中，为了能够让小学生提高学习成绩，更容易理解相关的知识点，

就需要通过情境的创设来引导小学生进行思考。通过引导学生将所

学的数学知识同实际相互融合，二者之间相互进行转化，这样能够

让学生掌握的知识点得到了升华，也有助于学生更深刻的理解数学

内容。比如在学习菱形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折纸的

方式来折出一个菱形。通过观察所折出菱形的形状以及具备的特

征，进而能够计算关于菱形的各种问题。通过将菱形分割成两个三

角形来计算出它的面积，学生就会发现菱形同三角形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数学关联。在小学数学授课过程中，学生还有一个关键内容需

要掌握，而这个知识点同生活联系更是紧密。这个内容就是对小时

以及分钟或者是秒钟的理解认识。由于它同生活具有直接的关联，

而在对其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小学生的

思维运转能力要求比较高。因而就需要教师在课堂当中进行指引。

比如，将 1 个小时看作一个书包，而 1 分钟又是一个文具盒，而 1

秒钟具体又可以当做一支笔。通过书包与文具盒以及笔之间的运

算，能够明白 60 支笔就可以换成一个文具盒，而这就等同于 60 秒

就是 1 分钟。通过这种实际生活当中的物品进行换算，能够帮助学

生进行视觉上的感受，而不是在头脑中进行换算，这样能够让他们

对这个知识点有更加深刻的感悟。 

2.3 对过程进行评价 

教师在对小学生学习数学进行成绩的评价时，不能仅仅通过对

试卷上所呈现出的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还需要对他们在数学

课堂当中的表现状况进行评价。通过学生在实际生活当中对数学知

识的运用能够了解到他们是否真正的理解透彻并能够将知识付诸

于实践当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当中。这样的评价方式能够更

加全面的了解学生对数学知识掌握的程度，从而教师能够通过调整

情境创设的方法来使学生掌握知识点。 

3 结束语 
现阶段，小学数学相关内容对于小学生而言是十分抽象并且难

以理解的内容，要想能够熟练的应用并掌握更是加大了难度。因而

教师就需要通过运用先进的情境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进行对数学

的理解与掌握。通过运用小学生熟悉的周边事物来加大他们对相关

知识点的理解程度。这样不仅能够使数学课堂顺利的开展，并且也

能够让小学生对数学知识充满好奇进而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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