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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是小学教学科目中的一项重要学科，更是小学生感知世界的

一项重要方式。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的让学生在生活

中学习数学，在学数学的过程中理解生活，从而提高小学的数学教学质

量。在现如今的生活中，数学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新课标中更加

注重数学与人的发展以及与生活的联系，数学教师应当充分引导学生将

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是数学和生活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数学教学的

目的。本文针对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进行简要的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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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背景下，我国的小学教学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依旧采取的是合作学习法，
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也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而现如今，教学生活化的教学模式就很好的解
决了在合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新课标中要求，义务教育过程中
的根本任务就是让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获得社会生存以
及更长远的发展所必须的数学基本知识。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必
须要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教学方法， 终让学生的数学知识
和数学技能都得到提高，进而获得数学学习经验。在小学数学教
学过程中，生活化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 

一、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必要性 
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 终也将回归生活，服务生活。小学

数学教师要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充分的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引导学
生认识到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数
学教师要为学生制造充分的条件，帮助学生将数学知识应用在生
活问题中，提高数学教学的实际性。并且数学教学的目的就是为
了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因此，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
生活化已经成为数学教学中重要的发展趋势。要让学生在生活中
感受数学理解数学，鼓励学生在生活中积极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
题，积极调动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这也是小学数学教学生活
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提高数学教学的教学质量[1]。 

二、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教学生活化主要是指教师将数学知识与生活进行联系，以生

活为根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授课。教学而生活化能够很好地引导
学生在生活中观察，从而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数学问题，将数学
知识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一）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生活中的场景用数学知识进行表达 
在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逐渐开始注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将传统教学过程中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
学方法进行转变，教师从原本的教学主体逐渐转变为教学过程中
的引导者。而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创
新教学方法，改进创新传统的教学手段。根据小学生现阶段的思
维角度以及对数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加入生活现象
的数学知识表述，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数学知识。例如，
数学教师在为小学生教授加减法的相关知识点时，就可以适当的
加入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进行讲解，比如“小雪去超市买零食吃，
首先买了一袋 2 块的牛奶，又买了 3 包 5 块的薯条，还买了 2 个
3 块钱的面包，当小雪买完零食之后，结账时，小雪给了超市阿
姨 50 元钱，超市阿姨给小雪找回 27 元钱，那么小雪这次在超市
买零食总共花了多钱？”通过用买零食的讲述，不但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同时也能通过简单的讲解帮助学生掌握加减法的相
关知识，同时也使学生对金钱有了简单的概念。这种生活化的数
学教学方式，在现如今的新课程背景下，能够很好的实现教学目
标，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培养
学生在生活中运用数学知识的习惯，使学生在生活中遇到问题
时，能够通过思考用数学知识进行解决，从而达到巩固数学知识
的教学目的[2]。 

（二）教师要合理的引导学生通过数学视角观察生活现象 
在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时，要注重

培养学生通过数学视角观察生活现象的习惯，从而提高学生的数
学学习能力。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手段单一，不利于学生
发挥主动性，然而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培养新
的思维模式，增强学生的想象力。比如小学数学教师在教授小数
点相关知识点时，可以利用家长去买菜的现象进行讲述。例如“小
红妈妈去菜市场买了一斤油麦菜，花了 3.6 元，又买了香菇，花
了 4.2 元”由于买菜花费的钱数不是整数，因此，就出现了小数
点，利用这种生活中的现象的讲解能够使学生更容易理解知识点
的含义，同时也加深了知识点在小学生脑海中的映像。 

（三）教师要引导学生用生活元素代替数学理论知识   
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数学问题。数学来源于生活，也应当在

生活中发挥自身 大的价值，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更应
该注重的是学生的生活体验，要很好地将生活和数学联系起来，
通过让学生自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方式，进而达到对数学知识
的巩固的目的。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重
视学生对数学体验的积累，帮助学生认识数学。学生对于日常生
活中的场景往往会感到亲切，因此，教师要合理地运用这种现象
使学生充分的意识到数学知识和生活的密切相关性。例如，教师
在教授加减法时，可以适当的引进生活元素进行提问，比如“小
明有 4 颗橘子，小红有 5 颗橘子，他们总共有几颗橘子？”通过
生活中的元素的提问，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存在于自己的身边，
充分的认识到生活与数学的密切联系，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
兴趣[3]。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将数学知识生活化有利

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教师要善于将生活化引入教学过程
中，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在将数学知识进行生
活化时，要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注重对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培
养，不断引导学生将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帮助学生更好的掌
握、理解数学知识，从而推动小学数学教学工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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