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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策略谈 
侍金芳 

（山东省临沭县临沭街道第二小学） 

摘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小学数学低学段教学过程中，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和任务是培养孩子们数学学习的兴趣。兴趣一旦建立

起来了，孩子们以后学习数学、保持好的学习习惯和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即教育。我可以把日常生

活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搬到小学数学教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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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趣引领，占据主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低学段孩子们的数学教学最主要的一

个任务是培养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兴趣一旦建立起来了，孩子

们以后学习数学、保持好的学习习惯和优异的学习成绩就成了水到

渠成的事。在刚开始介入小学数学之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深入调

查孩子们日常生活里最喜欢干的事，从孩子们最喜欢干的事入手，

逐步引导孩子们进入数学的学习。例如，我们在最开始的认识数字

这一课学习时，考虑到很多孩子都喜欢看《小猪佩奇》、《猫和老鼠》、

《熊出没》等等这些动画片。我们在实际教学中组织同学发言，说

说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并进行最喜欢的动画片评选，然后，让孩

子们自愿报名到“我最喜欢的动画片”评选活动组委会里担任各种

角色。有的负责计数、有的负责统计人数、汇总统计等等。他们不

会的我们老师可以适当现场点拨培训他们。最后，每个孩子统计一

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有几个，尝试在自己卡片上记下来，并看看自

己最喜欢的动画片与评选出来的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有没有吻合

的？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很高兴业很愉悦地完成了从 1 到 10 甚至到

几十的数字认识。记住了，应用是学习的最佳途径，在快乐中学习

更是学习的最佳途径。作为导演，我们要把讲台、课堂充分让给孩

子们，让他们在我们精心设计的环节和问题的引领中学会合作、学

会组织、学会生活需要的各种技能与知识的运用相结合。 

二、游戏活动介入，发挥特长 

在低年级数字加减学习中，我们设计了“拼人”游戏。把做好

的硬卡纸上面用彩色打印出 1 到 9 各个数字、加号、减号、等于号

等等，每个小朋友举着自己手里的硬卡纸变化位置、计算符号和个

数，分小组抢答所得到的答案。在激烈的竞争中小朋友们学会了合

作、竞争，培养了良好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再例如为了锻炼孩

子们加减计算的准确性，我们分小组开设超市，用各种实物、卡纸

画等超市里的各种商品，例如食品、玩具、日用品等等，并且让孩

子们自己自由定价，并自己手写价格标签贴到各种商品上。然后，

孩子们根据自愿原则扮演顾客，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玩具、食品、

文具等等。有部分孩子自愿扮演收银员，孩子们自己手绘一定面额

的假币或者用自己随身带来的真币用于购买自己选定的商品。但

是，自己需要根据所选商品数量计算出自己所选购的商品所需要的

总的金额，自己到收银台报明自己的金额，收银员需要进一步核实

每个顾客所计算的购物金额是否与实际相符，然后，还要根据自己

付款面额，分别计算应该找零数。为了降低计算难度，再最初的商

品定价中要把商品的价格定为简单的 1 元、2 元、1 角 2 角这样简

单的价格。计算难度低。然后每次活动开展完毕，我们都引导孩子

们对自己的购物过程进行总结梳理。接着，不断提升商品价格并可

以适当加上小数更能贴近生活实际。同时，购买物品也从最初的 1

件变成 2 件甚至更多件。每次活动开展完毕都要利用实物作为奖品，

给每个孩子发奖。计算难度虽然悄悄增加了，但是，孩子们的兴趣

上来，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都猛然增长。在系列活动和游戏的

设计过程中，注意考虑每个孩子的特点和特长，喜欢计算、喜欢挑

战并且计算欲望、表现欲望强的同学可以扮演收银员，其他同学可

以扮演顾客、服务人员等，每个孩子都自愿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

还可以随着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深数学运算，可以借助开超市的活

动组织学生探究更深层次的数学问题。例如，利润和利润率、税率

和税负、出库和入库等，这样结合实际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不仅增

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培养了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

问题的能力，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三、联系生活实际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生活即教育。生活是最

好的老师。让学生在生活的真实场景中体验、感悟渗透、生成知识、

培养能力、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提升综合素养。教会学生学会生活，

从生活中汲取学习的素材和养分。例如邻居刘爷爷家种了西瓜，暑

假到了，刘爷爷家的西瓜熟了，刘爷爷要把他家的西瓜运到城市里

去卖，但是，刘爷爷年龄大了，没有文化不会算账。想请你帮助刘

爷爷一起到城里卖西瓜，西瓜 1 元一斤。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设定不同的西瓜重量让孩子们逐个逐个帮刘爷爷计算每个西瓜

的总价。再就是，工作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同学李金泽的爸爸（简

称李叔叔）是一名工人，李叔叔的工资是底薪+提成模式，李叔叔

的底薪是每个月 2100 元，每完成一件产品提成 N 元（可以根据实

际进行设定）。李叔叔生产每件产品需要 M 小时（根据实际进行设

定），计算李叔叔每天的工资报酬、每个月的工资报酬和每年的工

资总收入。再就是利用节假日休息的时间提前组织同学们在自己所

到之处留心观察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点等存在的各种各样的

新鲜事物，让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看到的、收集到的信息，自行设计

数学问题，自行组织答案，在小组、班级内进行交流……并且定期

不定期评选最佳人物……这样就充分地调动了每个孩子学习数学

的兴趣和积极性，让数学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每个孩子都成为

生活的有心人，对数学、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总之，生活处处皆学问。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故事和道理，

更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素养素材，只要我们善于开动脑筋，善于发

现和利用生活提供的教育素材就能让每只鸟儿都愉快地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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