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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情境创设在小学中年级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李立川 

（广西岑溪市新村小学  543200） 

 
摘要：伴随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各项学科都在加快改革的脚步。

情境教学法作为新型的教学模式，因其具有多样性、趣味性的特点，在

教育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能够

打破传统教学固化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思想限制，还原学生的课堂主体地

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数学教学效率。本文对小学中年级数学

课堂教学中情境教学法的具体应用进行深入的探究及分析，并提出相应

有效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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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素质教育深入落实的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仅

是传授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同时还要培养
学生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创设趣味性且具有教育意义的教学情境，能够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自主参与到数学课堂学习中，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进而提高数学教学效率。 

一、结合教材内容，创设趣味教学情境 
众所周知，数学是一门抽象性学科，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

说，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传统的数学教学方式单一枯燥，教师往
往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跟随教师的思路解决问题，学
习知识，忽略了学生主体地位，沉闷的课堂气氛使学生提不起兴
趣参与学习，学习效率也很难得到提高。这样的教学方式限制了
学生的思维发展，导致学生在数学学习中过于依赖教师，不能够
独立解决数学问题，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这就需要
数学教师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抽象的数
学知识直观地展现出来，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趣味性的问
题情境往往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
性。对于小学生而言，爱玩是小学生的天性，他们更喜欢有趣的
事物，所以教师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兴趣
爱好以及教学内容，创设趣味性问题情境，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在问题情境创设过程中，可以设置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
可以创设游戏活动，还可以引入生活中有趣的情境，让学生在有
趣的问题情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 

例如，在学习“口算乘法”时，教师问学生“同学们，你们
喜不喜欢游乐场？”学生们回答说“喜欢”，然后教师出示儿童
游乐场情境图，让学生进行观察，并提出问题“你们从这幅情境
图中得到了什么讯息？能提出一些有关乘法计算的问题吗？”然
后让学生进行思考，之后教师说“我能提出一个问题，做旋转木
马每人 2 元，8 人一共要多少钱？”并在黑板上列出式子 2×8=16
（元），学生通过教师的启发，开动脑筋，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
题，并列出式子，进行解答。由于去儿童游乐场是学生非常感兴
趣的内容，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兴致较高，始终保持一个较
为活跃的状态，进而提高数学教学效率。 

二、创设实践性教学情境，锻炼学生思维能力 
数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所

以，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数学学科特点，
创设实践性教学情境，并引导每名学生参与到动手操作中，学生
在动手实践过程中，体验知识产生的过程，教师从旁指导，保证
动手操作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
能力，锻炼学生思维能力，进而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例如，
在学习“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中的“垂直和平行”，首先教师拿
出两根铅笔，创设问题情境“这两根笔如果不小心掉在了地面上，
可能会形成哪些图形呢？”然后让学生开动脑筋，拿两支笔试着
摆一摆，学生摆完之后，让学生将摆出的图形画在图纸上，学生
在试画过程中，教师应来回巡视，适当地进行指导。其次，在学
生画完之后，教师让学生进行小组交流，并且每组安排一名学生
上台进行展示，对于画法不同的学生，上台进行补充展示，之后

教师让学生思考“每个小组展示的画法以及自己试画体验，你能
获得什么启发？”学生思考后，回答说“在纸上的两条直线存在
相交或不相交两种情况”，然后教师提出平行概念。 后，教师
让学生观察两条直线相交的情况，让学生思考 特殊的相交情
况，通过学生用三角板以及量角器进行测量，发现有两条直线相
交，形成了四个直角，之后教师告诉学生这种现象称为“垂直”，
并让学生试着总结垂直概念， 后由教师提出具体概念。如此以
来，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
也能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思维。 

三、结合实际生活创设情境，提高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 
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较小，认知能力较弱，对于数学知

识的学习有一定难度。因此，教师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
规律，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创设学生熟悉的教学情境，提高学
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例如，在学习“用计算机计算”时，学生都
有去商场购物的经验，所以教师结合本课的内容，为学生创设问
题情境，“同学们，你们去超市购买东西时，收银员是怎样为你
们算账的？”学生们回想收银员是先扫商品价码，然后再用电脑
为顾客进行算账，然后教师说：“你们说得很对，电脑就是一台
功能很多的计算机，即使很大数目，电脑也一下子可以计算出来，
你们想感受一下吗？”，学生都纷纷回答“想”，然后教师在黑板
上为学生们出一些具有规律的数学题，999×1，999×2，999×3，
999×4，让学生用计算机进行计算，并观察结果，接着让学生猜
想，999×5，999×6，999×7，999×8，999×9。学生大胆的猜
想后，教师进行总结，“结果都是五位数，中间三位数都是 9，

高位是自然数与 9 的乘积”，这样学生在学会使用计算机的同
时，还提高了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计算能力。 

结束语：总而言之，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中的应用，对培
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和数学核心素养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数
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从不同角度
出发，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促进学生
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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