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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相关学者指出“数学的心脏就是问题”，只有当产生问题以后，

才会有思维的方向，才有学习的动力。因此在日常的数学教学中，教师

要有目的的进行教学，在实际教学当中可通过创设一些同教学内容联系

紧密的情境，更好的对学生学习兴趣加以激发，进一步促使其自主学习

能力得到更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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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年级的学生心智发展相对较慢，对一些比较理性的事
物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兴趣，而鉴于他们天真、活泼、好动的
性格特点，他们更感兴趣的事物往往是那些富含趣味性的东西，
因此，教师通过进行趣味性情境的创设，能够使学生更加积极、
兴趣盎然的参与到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培养其热爱心情，从而促
使教师教学效果得到更好的提升。 

一、小学数学教学目前的课堂教学现状 
首先，众多教师往往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更注重关注的是学

生的成绩，忽视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教师在教学中，更加关注
的是如何讲授知识，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方法。教师在课堂
上所占时间比例过大，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生主动去学习的时
间。教师往往习惯于提出问题后，就让学生立刻回答，由于学生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因此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无法更深入的研
究。 

其次，还有部分的教师在课堂中会设计很多的问题，但这些
问题教师习惯于一问一答式的方法，无法做到更好的引导学生，
甚至有的教师习惯滔滔不绝的进行讲课，虽然在讲授过程中，会
给学生时间去思考，但他们留给学生的思考时间太少，因此也就
无法达到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目的。 

最后，有的教师在进行情境创设的过程中，过于刻意追求情
境的直观性、趣味性，忽视了其中所存在的数学价值[1]。学生面
对纷繁、绚丽的情境往往被其表象所吸引，将与之相关的数学思
考却抛之脑后，没有真正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数学问题。这样的情
境教学在我们身边也时有发生，这种忽略教学本质的情境创设是
失败的，难以收获预期实效。作为教师，应该着重去发挥学生更
多的主观能动性，多给学生一些时间进行思考，使其更好的参与
到实际的教学活动中，真正变为学习的主人。将情境创设的尺度
把握好，避免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需将之拉回到正轨上来，
回归理性，更好的服务于数学教学。 

二、情境创设的有效方法 
（一）创设直观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形象思维能力来说，低年级的学生相

对较弱，他们对那些生活有趣的事物会更加的感兴趣。因此针对
这一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一些直观的教具等技法
他们的兴趣，更好的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在课堂上加以呈现，在对
学生感性认知深入培养的基础上，建立更好、更完整的抽象数学
概念[2]。例如，在学习年月日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出示相应的主
体图（年历），通过提问，更好的引导学生，让学生多说多观察，
多思考。问题可以是：在这写图片中你们看到了哪些内容？你能
根据图片提出与数学有关的问题吗？同学可以根据教师的提问，
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在进行直观情境创设的过程中，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对相关的观察方法加
以渗透，从而让学生更好的观察，从而更好的学习本节课的知识。 

（二）创设操作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关注度 
众所周知，亲自动手实践是最好的学习途径，在低年级的数

学教学中，此法也同样适用。教师在开展实际的数学教学活动过
程中，应为学生提供更多能够亲自动手实践的机会，而不光是用

耳朵单纯的去听。例如，在小学钟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让
学生动手去画一个钟表，并针对自己所化的钟表准确的说出它代
表哪个时间段。有效创设操作情境能够将学生的注意力更好的吸
引过来，从而更加集中精力并全身心的投入到本节课所学习的内
容中，使其真正的的融入到课堂活动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真正
理解时间的概念，真正理解每个指针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从而促
使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三）创设故事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创造力 
在低年级的数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只是单纯的讲授知识会让

学生感到十分的枯燥无味，教师为了让学生在真正意义上爱上数
学，可结合教材上富有创意性的插图编制趣味小故事。例如，在
教学“加减法”的课程中，可以给学生们讲述“小猴子吃玉米”
的故事，（1）小猴子来到玉米地，他看到玉米地中有几个玉米？
这些玉米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2）小猴子看到玉米后，忽然
感觉到肚子饿了，于是它就掰下了 2 个玉米，这时还剩几个玉
米？（3）小猴子吃完了还想吃，于是索性就将所有的玉米都掰
下来了，这时玉米地里还剩下多少的玉米呢？有趣的故事导入，
可以让学生参与的热情更高涨，学生在故事情境中，能够更加愉
快轻松的去深入学习知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 

（四）创设应用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智力的核心就是思考，通过相应的思维活动，学生可以更好

的从现象中认识到它的本质，从而提高自己的能力。数学与其他
学科不同，它对于人的思维可以发挥出更好的锻炼作用，它自身
所富有的系统性、抽象性将会对思维习惯产生直接的决定作用[3]。
所以，教师应该增创应用情境，引导学生去主动进行思考，进一
步促使其思维品质得到提升。在低年级的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
充分发挥数学自身的趣味性，积极进行应用情境的创设，对学生
的求知欲加以更好的激发[4]。例如，教师在开展《长方形周长计
算》一课教学时，可首先向学生们提出问题：“谁有办法让大家
知道篮球场的周长？”同学们在老师的提问后踊跃的进行讨论，
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在学生讨论以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来到篮
球场上求证学生的答案。学习起源于思考，而质疑又是思考的源
泉，在教学中恰当的进行疑问的设置，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探
究能力。此外在学生结合相关的实践掌握方法时，可以让学生更
好地将掌握的方法应用到实践中，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让枯燥无味的数学课堂变得更加的有趣，教

师就需要通过相应的情境教学增加它的趣味性，让学生更加的热
爱数学。情境教学的引入，很好的弥补了学生理性认识上的缺陷，
将小学生固有的性格特点充分的结合到实际教学当中，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同时，对于其学习兴趣的激发也
有着莫大的帮助。相信通过情境教学的有效实施，一定可以让学
生更好的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更好的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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