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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实现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 
◆庞莲珠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宁武镇梁新小学  530102） 

 
摘要：随着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以来，小学教育的教育模式也悄然发

生着改变，由传统的应试教育逐渐发展向着素质教育转变。数学学科本

身是严谨而枯燥的，而小学数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在整个学科发展

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客观经济、环境

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村的教学数学教师大部分还在沿用传统的教育方式，

这严重阻碍了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进程，阻碍了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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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快乐学习，在快乐中学

习知识，实现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在农村地
区，小学数学教师运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学生很难真
正理解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教师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就
必须在教学过程中联系农村学生实际生活，从实际生活出发，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难懂的知识。 

一、农村小学的数学教学现状 
（一）教师的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式单一 
在当前农村小学数学教学中，由于师资力量有限，教师教学

水平不高，教师在教学时采用单一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
将教材中的重难点内容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记笔记，学生通过死
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掌握这些知识。数学课堂氛围沉闷，学生被动
的接受这些知识，学习效率不高，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课堂结束后，教师还会布置大量课后作业，这让学生对数学产生
厌烦心理，丧失对数学的学习热情。 

（二）与实践生活脱节，学生缺乏学习热情 
教师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充当的应该是引导者的角色，而在

应试教育中，教师往往充当的都是领导者的角色。教师把数学知
识强行灌输给学生，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且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严重脱离农村学生的实际生活，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降低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二、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作用 
（一）紧密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给学生直观印象 
农村教师在小学数学教学中采用的都是“填鸭式”教学，将

大量的知识内容和学习技巧直接灌输给学生，不给其思考时间，
让小学生在面对数学时，认为数学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因此
对数学产生厌烦的心理，影响学生对数学的学习热情。小学生接
受新事物的速度较快，但是由于年纪偏小，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不
足且缺乏耐性，因此要充分利用其对新事物好奇的天性，在小学
数学教学的过程中，紧密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给学生更为直
观的印象，让其更迅速的理解课堂知识，增加学习热情。 

（二）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随着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在

发生着改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许多全新的教学方法应运而
生，其中在教学中联系学生实际生活这种教学方式较为适合当前
小学阶段中对于小学生的教学，对于教授复杂抽象的数学学科来
说，这是最佳方案。在农村小学数学教学中开展生活情境对于培
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作用。 

（三）将教学内容化抽象为形象 
数学是一门逻辑思维比较强的科学，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对

于理解能力较差，缺乏逻辑思维的小学生来说，很难理解这么抽
象的知识内容。在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联系学生生活，可以
将抽象化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的展示出来，让小学生更加容易理解
和吸收课程内容。 

三、实现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教师在开展生活情境进行小学数学教学时，一定要选择与大

多数小学生生活相关的情境，这样不会让小学生产生陌生感，更
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复杂的数学知识。对于农村生活中的数学原

型，农村小学教师应该寻找出来，在进行数学教学的时候能够做
到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导入教学，将数学与生活相联的意识在学生
脑中培养出来[2]。例如在农村小学数学课堂上，教学工具相对比
较匮乏，在进行对“长方体和正方体等认识”的时候，没有相关
的数学教学工具，教师就会将日常生活中的包装盒、茶杯等事物
作为教学工具使用，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引导学生对不同物体之间
的关系和特征进行讨论，并积极地鼓励学生对这些事物进行触摸
和观察，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说出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是
长方体、正方体。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弥补了教具缺乏造成的困
扰，在另一方面对于相关数学概念的认识上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
增强。 

（二）通过生活实践，加强学生应用能力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教师应该鼓

励学生发现生活中与数学有关的知识，积极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的
眼光看待问题，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真正认识到数学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生活实践，加强学生对于数学的应用
能力，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3]。因此，教师在选取生活情境
进行小学数学教学时，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性。例如在进行小学数
学一年级《认识人民币》一课教学时，教师为学生布置课后作业，
让学生在没有父母陪同的前提下拿着 10 元钱去超市买练习本，
一个练习本 1.5 元，一共买三个练习本，那么应该找回多少钱。
这既让学生掌握了课本知识，真正的认识了人民币，又将知识运
用在了生活中。这样的方式满足的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同时还积累了生活经验，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提升
数学的应用能力。 

（三）数学与生活相结合，引导学生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在数学课堂上

通过日常生活实际理解并学习数学知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
程实际上也是数学是现实的重要体现。现阶段在农村数学课堂
上，由于农村地区小学的实际情况，存在着欠缺教学设备、教学
设施差、学生素质能力不高等情况。针对这样的教学实际，农村
小学数学教师更应该将农村学生的生活与数学教学相联系，积极
采用生活化教学的方法，帮助学生在实践和应用数学的过程中获
得快乐，并且其数学思维意识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培养。 

四、结语 
实现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农村

数学教师自身也应不断加强学习，汲取新的教学理念，创设多元
化、多层次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趣味性，促使
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和水平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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