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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 
◆张允相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幸福路小学  236000） 

 
摘要：自新课改实施以来，各种丰富的教学方法被广泛的运用到了教学

之中，有效的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通过

运用问题情境教学，有效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数学探究活动之中，加强了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培养，加强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实现了学以致用。基于

此，本文就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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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教学方法的落后、单一，使得

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发挥，严重的影响了学生的思维能力，限制
了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而在当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教师
通过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能快速的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
生的学习热情，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自主思考和合作
讨论中，挖掘自身的潜能，提高对数学的认知能力。所以，小学
数学教师要进行综合的考虑，为学生创设合理的、高效的、实际
的问题情境，进而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仍存在着

一些问题，限制了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首先，教师教学理念陈旧，
在教学中依然占据着课堂的主体，对学生的教学模式依然以灌输
为主，使得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限制了学生思维能力
的发展。其次，数学教学与实际生活脱节，教师过于注重对学生
数学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反复的进行习题的训练，使得学生无法
将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导致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解决
问题能力不足[1]。 后，学生缺乏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小学生自
我控制意识和能力十分薄弱，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很难保持专
注集中的精神状态，对于抽象和晦涩数学知识的学习有着一定的
抵触心理，同时，课堂氛围的沉闷和教师教学方法的单一，使得
学生缺少学习探究兴趣和热情。 

二、小学数学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意义 
1、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给学生的感觉是高高在上，师生之

间缺乏互动交流，学生对教师内心存在畏惧感，不敢对教师表达
自己内心的想法，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2]。而通过问题情
境的创设，不仅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同时还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加强了师
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使学生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进而帮
助教师加深了对学生的理解，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帮助教师
更好的设计教学计划。 

2、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问题情境的创设，满足了新课改和学生发展的需求，有效的

树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还给了学生，使学生成为了学习
的主人。在问题情境中，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得到了提升，学生通
过对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讨论，加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降低学
习的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 
1、挑选有效的问题创设情境 
问题创设情境教学 主要的环节是老师根据所需教学目标

和教学任务对所寻找的情境问题进行筛选和编写。注意问题的创
设需要有生活现象的特性，具备连贯性，还有就是要考虑到学生
所处年龄段的特点，挑选学生能够通过思考有思路的问题进行情
境假设[3]。 后就是创设的情境问题要有典型性，这样才有给学
生展示学习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克、千克、吨”的认识，其中
有问题“1 克有多重”“物品多重的单位是什么”等等，有人回
答 3 片口香糖重三克，这些结合了生活中常识，让小学生来思考
1 克是多重，这时候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做，根据“1 克有多重”
创设的情境问题，然后让学生举一反三，硬币大概多重等等问题，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让学生对这些单位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 

2、创设生活化的问题情境 
问题情境应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同时与课本知识相结合，

真正实现数学的应用价值。因此，创设生活化的问题情境，是新
课标对小学数学教师的要求。为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应明确小学
数学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以为生产
生活提供方便[4]。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善于将知识生活化，讓
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数学的实际意义与作用，从
而提高自身的学习兴趣，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为此，教师应将生
活经验嗲濡课堂，挖掘生活情境中可能出现的数学因素，并对学
生进行合适的引导。例如，在讲授“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相关的
知识时，教师可以创设出“妈妈去菜市场购买食物”的问题情境：
已知妈妈一共有 30 元，土豆 2.5 元一斤、玉米 3.6 元一斤，买了
土豆 2 斤、玉米 3 斤。请问，售货员该找给妈妈多少钱？在这种
生活化的问题情境中，学生能够根据实际生活经验进行计算，因
此其计算能力会相应得到提高，所学知识也会得到巩固。 

3、结合实践创设问题情境 
要想实现学以致用，小学数学教师还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活

动，将问题情境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例如：在学习《平行四边形的初步认
识》时，学生前面已经学过了《认识图形》，对正方形、长方形
等图形都有了逐步的认识，此时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动手操作，
利用三角尺画一个平行四边形，并量一量，看一看，再利用教具，
如吸管等，让学生用吸管拼出一个长方形，在捏住对角相反方向
拉，直观的感受平行四边形的特点。 后让学生发挥自身的想象
力，利用七巧板拼搭出不同的图形。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有效
的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结语： 
综上所述，问题情境的创设要与学生的学习内容相贴合，教

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思路，创新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多元化，
丰富化，充分的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尊重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充分地尊重学生，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主，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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