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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策略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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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教学和生活脱节，学生感受不到数学的价值，学习的热

情下降，数学知识的理解缺乏全面性和深入性，从而影响到整体教学质

量。新时期的数学课堂，必须将知识融入到生活中，增强数学学习趣味

性，有利于学生理解数学知识和掌握规律，形成应用的意识，小学数学

教学也就达到服务生活的目的。本篇文章分析了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

重要意义，提出了数学课堂生活化教学策略，仅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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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数学是从生活中而来，数学学习并非要将这些知识记
下，或者只是应付考试，而是要应用到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
这才是数学教学的根本目标。小学数学教学 大问题是和生活脱
离，教学围绕着知识灌输，不能唤醒生活经验，知识理解上存在
着难度，不知道数学价值，学习的热情会逐渐被消磨，对于探究
数学世界缺乏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低，导致低效教学成为数学
课堂的普遍现象。数学是从生活中而来，学习的目的在于将其更
好的应用到生活中，发挥数学的价值，服务生活。小学数学教学
与生活融合是学科特点决定的，也是提高数学教学成果的有力武
器。 

一、小学数学课堂强化生活化教学的重要作用 
小学数学课堂被公式和概念讲解填满，填鸭式的教学枯燥无

趣，学生学习热情会被消磨殆尽，课堂缺乏能动性，被动学习成
为常态，很少发挥自身智慧解决问题，导致数学学习能力低下，
无法全面掌握知识，融会贯通也就无从谈起，导致数学学习低效。
小学生理解和思考能力有限，数学中涉及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和
知识，语言讲解苍白无力，缺少说服力，学生无法通过思维活动
理解，疑难问题解决不了，后面的学习障碍更多。新课程标准对
数学生活化教学提出要求，教师认真研读教材，分析数学知识中
的生活化元素，然后将其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不但拓展了数学
思维和视野，把抽象的知识用生活化的内容直观呈现，协助学生
理解知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数学的热爱之情，感受数学的价值，
生活中形成数学意识和应用意识，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促进数学思维发展。 

二、小学数学课堂生活化教学策略 
1、引入生活实例 
小学生在思维方面还有一定的障碍，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

维，这也就决定了一些抽象的知识，如果不采取其他的措施，仅
仅依靠讲解和灌输概念，学生根本无法理解和消化，实际运用就
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数学知识连贯性极强，一个知识点没有掌
握，后续学习阻碍更高。小学数学教学引入生活实例的 大优势
在于，抽象的概念直观化，学生生活经验会帮助理解知识，数学
延伸到了熟悉生活环境中，起到了引导思考的作用，理解也就变
得容易。小学数学教学过程寻求和生活关联性，实现知识的迁移，
通过创造生活化的情境，把抽象的知识转变成通俗易懂的内容，
深入理解的同时，具备了应用能力，达到数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以“分数”为例，教师假如不将其延伸到生活之中，只是按照教
材讲解分数概念：单位 1 平均分成很多份，表示这样的一份或者
几份的数，我们将之称为分数。这个概念比较绕，抽象性强，学
生一时半会根本理解不了，这时教师转变教学思路，知识迁移到
生活，通过生活实际直观的展现概念。小明爸爸买了半个西瓜，
平均切成了 8 块，小明吃了 3 块，爸爸吃了 3 块，同学们想一想，
小明和爸爸分别吃了西瓜的几分之几，还剩下几分之几？借助生
活化的例子，学生拉入到熟悉情境中，吸引注意力，促使其思考，
同时把分数概念转化为实际问题，学生更容易理解，脑海中呈现

出画面，思维变得活跃，理解知识基础上，树立应用意识，以后
生活中遇到类似的场景会下意识的联系数学知识。 

2、创设生活情境 
小学数学教学采用情境教学法具有优势，数学知识和生活融

合的有效办法。生活情境的再现，激发学习热情，学生自觉投入
探究学习中，教师的引导和情境的刺激下，自身的生活经验会辅
助思考，联系原有的知识，掌握知识与生活的关联，自主解决问
题，思维活动下获取知识，学会学习，掌握了必备的技能，小学
数学教学层次更高，学生在学习中感受数学价值和魅力，慢慢地
喜欢上数学。以“认识人民币”为例，模拟购物场景，学生感受
小小售货员的快乐，认识人民币在生活中作用，学会找零，掌握
十进制算法，学会应用人民币。又比如在学习“利息”这部分内
容，创设存钱的情境，既要让学生明确本金、利息、利率等含义，
会进行简单计算，又要促使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树立储蓄意
识。 

3、开展合作探究学习 
小学数学教学与生活结合尤为关键，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生

活意识，认识图形不能只是看教材中的，而是选择一些实物模型，
让学生摸一摸和说一说，观察的基础上讨论图形的特点，然后把
思维引入更深层次，通过折叠图形和拼接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
探究图形面积计算公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教师留给学生探究
机会，促使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然后迁
移到数学知识上，实现数学教学生活化，提高学生探究兴趣和学
习积极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教学处于入门阶段，兴趣培养至关重要，

教师以知识和教材为立足点，同时迁移到生活之中，抽象的内容
更为直观，唤醒了小学生生活经验和原有知识，思考的积极性提
高，学习热情高，探究意识增强，数学学习就能取得好的成效。
生活化教学可培养应用意识，学生明白了数学作用和价值，生活
中不自觉的联想到数学知识，进而去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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